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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随着中国社会中“421”家庭的日益普遍化 , 独生子女军人渐渐成为部队中一个特殊的群体 ,

其福利保障问题也应给予足够的重视。应该从现行军人工资福利待遇制度的基本框架出发 , 加大独生

子女军人群体福利待遇保障政策的研究和宣传力度 , 注意借鉴地方和外军的有益经验 , 从津贴补贴、

福利、保险、优抚和安置等主要环节入手 , 进行独生子女军人群体福利保障制度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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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Nowdays“421”families are more and more easily seen in Chinaπs society. Those servicemen from

one2child families have become a special group in the army , and their welfare and security should be seriously

reconsidered. On the basis of current defense compensation system , more emphasis should be put on the

research of their welfare and security. The welfare and security system of servicemen from one2child families

should be designed through key links such as allowance , benefits , insurance , special care , placement of

demobilized servicemen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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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978 年起 , 我国开始全面实行计划生育政策 , 自此中国城乡家庭中的独生子女比例逐渐

增大 , 这一变化直接导致了“421”家庭结构 (即一对夫妻加双方父母再加上一个子女) 的日益

普遍化。“421”家庭结构的形成对我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了深远和重大的影响。在这一背

景下 , 独生子女军人将成为部队中的一个特殊群体 , 能否做好这一特殊群体的福利保障工作 , 关

系到他们能不能安心部队、献身国防 , 关系到能否吸引更多的优秀青年入伍参军 , 关系到“谁来

当兵、谁来保家、谁来卫国”的长远战略问题 , 因此 , 它不仅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 , 也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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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政治问题。本文拟就独生子女军人的福利保障制度设计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421”家庭结构的形成与特点

据 2002 年至 2005 年相关统计数据显示 , 在全国家庭户中 , 2 人和 3 人户的比重占到了总数

的一半 , 其中 3 人户的比重在所有家庭户中最高 , 而 6 人户和 7 人户的比重则都不超过 5 % (见

表 1) 。而 1990 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时 , 3 人户的比例为 2317 % , 4 人户的比重最大 , 达

2518 % , 而且 5 人户的比重也高达 1717 %
[1 ] 。从育龄妇女的生育情况抽样数据上看 , 对于 20～29

年龄段的妇女来说 , 生育 1 孩的比例远高于 2 孩和 3 孩的比例 (见表 2) , 而且随着人们生育观的

变化 , 生育 1 孩的比例可能还会逐步增加。这些数字变化的背后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大家庭”逐

渐被“小家庭”所替代 , 同时也印证了中国社会中“421”家庭的日益普遍化。

表 1 　2002～2005 年全国家庭户抽样分类统计表 %

年度 1 人户 2 人户 3 人户 4 人户 5 人户 6 人户 7 人户 8 人及以上户

2002 7170 18141 31169 23106 11179 4184 1154 0198

2003 7165 19106 31171 22177 11148 4172 1156 1105

2004 7182 19165 31144 21182 12139 4140 1146 1101

2005 10173 24149 29183 19118 10118 3177 1110 0171

　　资料来源 : 本表格数据根据 2003、2004、2005、2006 年《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整理而成。

表 2 　育龄妇女分年龄段抽样生育情况 (2004 年 11 月 1 日～2005 年 10 月 31 日)

育龄妇女
年龄分段

出生孩子总数
1 孩 2 孩 3 孩及以上

人数 比例 % 人数 比例 % 人数 比例 %

15～19 岁 4149 3933 94180 205 4194 11 0127

20～24 岁 61889 55745 90107 5584 9102 560 0190

25～29 岁 53367 33103 62103 17693 33115 2571 4182

30～34 岁 30521 6925 22170 20404 66185 3192 10146

　　数据来源 : 2006 年《中国统计年鉴》。

这种“主干家庭”向“核心家庭”的转变 , 其影响直接或间接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一是

家庭成员的相互依赖性增强。家庭规模的缩小 , 使家庭的社会关系由复杂变得简单 , 家庭成员之

间心理依赖与生活依赖不断增强 , 彼此间感情纽带更加紧密。二是家庭抚养比较高。从理论界

看 , 目前对抚养比问题较有权威性的概念主要有三个 : 总抚养比 , 指人口总体中非劳动年龄人口

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 , 说明每 100 名劳动年龄人口大致要负担多少名非劳动年龄人口 ; 少年

儿童抚养比 , 指某一人口中少年儿童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 , 反映每 100 名劳动年龄人口

要负担多少名少年儿童 ; 老年人口抚养比 , 指某一人口中老年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 , 用

以表明每 100 名劳动年龄人口要负担多少名老年人。据 2005 年统计数字显示 , 在北京、上海等

经济较发达地区 , 总抚养比相对较低 , 而在贵州、河南、宁夏等欠发达地区 , 总抚养比分别相对

较高 (见表 3) 。这些数字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不少家庭抚养负担较重的问题。三是家庭意外风险

大。“421”结构的家庭主体是“21”, 即独生子女及其父母组成的小家庭。从力学原理上讲 , 三

线三点所构成的几何结构由于三点的互相支撑成为一种最牢固最稳定的结构 , 但同时也是一种最

脆弱最不稳固的结构 , 因为一旦失去其中一点 , 这个结构的稳定性便不复存在。尤其是当独生子

女遭遇意外伤害时 , 其家庭遭受的打击和损失会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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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05 年全国及部分省区家庭抚养比统计 %
地区 总扶养比 少年儿童抚养比 老年人抚养比

全国 38163 26176 11187

北京 26171 12162 14110

上海 31192 11160 20131

贵州 49137 38111 11125

河南 41156 30105 11151

宁夏 45197 37170 8128

　　数据来源 : 同上。

二、“421”家庭结构对独生子女军人群体福利待遇保障制度的影响

(一) “421”家庭结构直接导致了独生子女军人群体的形成。目前 , 部队的连、排级军官和

三级以下士官大多出生在 1978 年之后 , 独生子女军人入伍参军的比重也呈逐年上升趋势 , 独生

子女军人已经逐渐成为一个特殊的群体。据一份资料显示 , 上海、浙江两地入伍的独生子女青年

比例 , 1999 年时为 3915 % , 2000 年时已达 4912 %
[2 ] 。据人民网报道 , 在 2006 年冬季征兵中 , 天

津市有万余名适龄青年报名应征 , 其中独生子女占 88 % , 市内六区的平均比例达 96 %
[3 ] 。在 21

世纪头 20 年内 , 这批独生子女军人大多已进入营级、团级甚至师级岗位或成为三级以上士官 ,

也就是说 , 独生子女军人群体将成为军队建设的中坚力量。

(二) 独生子女军人群体面临新的福利保障问题。从目前的实际情况看 , 军队的多数连、排

军官和一、二级士官的经济基础薄弱、家庭负担过重、生活压力过大。虽然这种局面随着军人工

资福利待遇制度的改革得到缓解 , 但独生子女军人群体仍将面临来自家庭方面的诸多难题 : 一是

家庭赡养、抚育负担过重。未来几年内 , 我国人口老龄化越来越明显 , 独生子女军 (士) 官的父

母将陆续进入老龄期 , 赡养和照顾四个老人的问题将不可避免。而我军军官和士官相当一部分来

自农村 , 在广大农村地区“养儿 (女) 防老、养老”的传统观念依然根深蒂固 , 家庭养老依然是

养老保障的主要方式之一。虽然近几年各级政府加大了社会保障制度的覆盖面 , 但是农民的社会

保障制度还仅仅处在起步阶段 ; 即使在城镇 , 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也亟待完善 , 低收入家庭保障难

的问题将在一个时期内存在。同时 , 随着社会家庭结构的变化和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 , 家庭对孩

子的抚养与教育投资日益增加 , 抚育成本将逐年升高 , 这就使独生子女军人在不远的将来要肩负

起上养四位老人、下养一个孩子的重任。二是职业风险系数相对加大。任何职业都有风险 , 但与

其他职业相比 , 军人的职业是与险相伴 , 战时炮火硝烟 , 平时抢险救灾 , 时时有危险 , 处处有险

情。据某保险公司在确保投保依据时使用的各大职业风险评定表显示 , 战地记者、军校学生、受

训新兵、前线军人等位列风险系数榜之首。因此 , 相比而言 , 独生子女军人本人和家庭面临的风

险系数更大。同时 , 军人职业的特殊性决定了军人无力很好地履行照顾父母、抚育子女与分担家

务等义务 , 家庭心理成本高。这些问题如果不加以解决 , 势必会牵扯精力 , 使其不能安心部队建

设。三是福利保障诉求更具有时代特点。传统的军队福利保障制度具有整齐划一、项目繁多、注

重实物等特点 , 而独生子女军人往往更加务实、灵活和具有时代活力 , 这就要求改革现行的福利

保障制度从而使其更加灵活和更具人性化 , 比如 , 适当增加保健项目和娱乐项目 , 引入以军人为

主体的家庭保险计划 , 加大福利保障货币化步伐等。

(三) 研究和制定独生子女军人福利保障制度变得日益必要。当前 , 继续推进军人工资福利

待遇制度改革 , 是全军上下的共识 , 不少专家学者和研究人员也提出了许多有见地的建议、设想

和方案 , 但却很少涉及独生子女军人的福利保障问题。现行的军人福利保障制度 , 仍沿袭了以往

传统体制下的政策思路和通行做法 , 没有或很少考虑中国家庭结构的变迁和“421”家庭结构带

来的影响 ,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未雨绸缪研究和制订独生子女军人群体的福利保障问题 , 有

利于解决独生子女军人群体面临的实际问题和保持部队的稳定 , 有利于推进军队人才战略工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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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利于军队的可持续、跨越式发展。

三、独生子女军人群体福利保障制度设计的基本环节

针对“421”家庭结构对军人福利保障制度的影响 , 应当从现行军人工资福利待遇制度的基

本框架出发 , 考虑设计独生子女军人的福利待遇制度。一般来说 , 军人工资福利待遇制度包括基

本工资、津贴补贴、福利、保险、优抚和安置等几个方面 , 但考虑到基本工资是按等级工资标准

支付给军人的劳动报酬 , 具有统一性、稳定性、等级性等特点 , 所以在制定独生子女军人群体福

利待遇政策时 , 应在统一提高军人基本工资的基础上 , 主要围绕以下四个环节做工作 :

(一) 保险。军人保险是指通过国家立法 , 设立军人保险基金 , 在军人遇到死亡、伤残、年

老、退休等职业风险与社会风险时 , 给予一定经济补偿与保障的社会补偿制度[4 ] 。独生子女军人

保险包括伤亡保险、退役医疗保险和退休养老保险 , 以及部分大病医疗保险、家属就业及子女教

育保险等补充保险。鉴于独生子女军人在遭遇因公致残或死亡风险时 , 其家庭所承受的损失更

大 , 应特别关注独生子女军人伤亡保险问题。独生子女军人伤亡保险 , 是指现役的独生子女军人

因战、因公、因病死亡无法履行和延续赡养、抚养和扶助义务 , 而必须将这些相关义务进行转移

时 ; 或因战、因公、因病被评为二等甲级以上伤残 , 完全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和依法应履行赡

养、抚养和扶助义务能力时 , 给予军人及相关权利人一定经济补偿的保险形式[5 ] 。目前 , 我军正

在进一步完善军人保险制度 , 在此过程中 , 应将独生子女军人群体保险问题作为其中一个子课题

加以研究。

(二) 福利。福利是工资的转化形式 , 是劳动力价格的重要组成部分。福利与工资的不同在

于 : 它是实物支付而非现金支付 ; 它不与个人劳动量直接相关 ; 它是间接的劳动力生产费用 ; 它

具有集体性、随机性。在制定和完善独生子女军人福利标准时 , 应立足现有条件 , 着眼于为独生

子女军人提供方便、减轻独生子女军人家务劳动负担 , 继续完善食堂、幼儿园、浴室、理发室、

健身房、俱乐部、图书馆等 , 并给予一定的货币性福利 ; 同时 , 将国家有关福利政策与部队实际

紧密结合起来 , 设立和完善独生子女军人父母奖励费、公勤费、交通费等 , 并使其具有灵活性。

(三) 津贴补贴。也叫辅助性工资 , 它一方面是为了补偿和鼓励军人在特殊环境下的劳动 ,

另一方面是为了补偿军人付出的劳动 , 抑或为了稳定军人生活水平 , 保证实际收入不下降。其主

要功能是补偿艰苦工作条件、工作环境给军人身心及其家庭造成的损失。目前 , 我军津贴补贴存

在着种类少、覆盖面窄、标准偏低等问题。相对而言 , 独生子女军人群体在同样的工作条件和环

境下往往承受着更大的压力和痛苦 , 他们自身和家庭付出的成本更高 , 理应得到更多补偿。因

此 , 在制定独生子女军人群体福利待遇保障政策时 , 应当充分利用津贴补贴这一杠杆 , 从交通补

贴、旅游补贴、探亲与休假补贴、子女保育与教育补贴、职业风险补贴、节日值勤补贴等方面入

手 , 努力提高独生子女军人群体的津贴补贴满意度。

(四) 优抚和安置。优抚和安置主要是为了提高独生子女军人及其家庭的生活水平或生活质

量 , 提高其职业荣誉感和家庭的社会地位 , 解除二次就业顾虑。军人优抚、退休安置制度具有明

显的政府色彩 , 体现的是褒扬和优抚功能 , 在保障模式上具有稳定性、可靠性。解决好独生子女

军人退休或转业安置问题 , 是对他们在服役期间为军队和国防建设所作贡献的一种承认 , 是对其

切身利益的保护。对独生子女军人家属的优抚则是对独生子女军人长期服役给家庭带来的损失的

补偿与安慰。同时 , 这两项制度也是一种正面的社会舆论引导 , 有利于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实

行 , 也有利于营造拥军优属的良好社会氛围 , 使独生子女军人更加安心服役 , 并鼓励更多的优秀

青年投身于军队和国防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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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独生子女军人群体福利保障制度设计的基本思路

研究和制定独生子女军人群体福利待遇政策 , 是一项复杂的工作 , 也是一项难度较大的工

作 , 需要坚持以下思路 :

(一) 立足总体 , 统筹考虑。从总体上看 , 独生子女军人群体的工资福利保障问题研究尚未

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应当说 , 独生子女军人工资福利待遇问题 , 是我国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可回

避的现实问题 ; 独生子女军人群体的工资福利待遇保障制度设计问题 , 关系到军队和国防建设全

局 ; 研究和解决独生子女军人福利待遇保障问题 , 早了比晚了好 , 快了比慢了好。从总体上说 ,

独生子女军人群体福利待遇保障问题 , 是军人工资福利待遇制度框架下的一个子课题 , 必须将其

纳入军人工资福利待遇制度的总体框架统筹考虑。比如 , 在计算军事劳动力再生产成本时 , 应将

军人子女抚育费和赡养四位老人的支出与成本计算进去 ; 在建立军人战时保险制度时 , 应在原有

基础上大幅提高独生子女军人伤残补助和死亡抚恤额度等。

(二) 研究先行 , 加强宣传。独生子女军人群体的福利待遇制度问题 , 涉及诸多方面 , 需要

研究的问题多 , 需要协调的关系多。一方面 , 要在军队内部统一思想。有人认为 , 独生子女军人

群体福利待遇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 , 研究难度大 , 操作成本高 ; 也有人认为 , 现行的工资福利待

遇制度已经考虑到军人配偶、子女的问题 , 无须节外生枝 ; 还有人认为 , 独生子女军人群体的福

利保障问题在整个军人工资福利待遇制度中并非具有代表性 , 研究价值不大等。当前 , 迫切需要

在理论研究先行的基础上 , 加大宣传与呼吁力度。另一方面 , 独生子女军人群体福利待遇制度与

国家收入分配制度、计划生育政策和社会保障制度等改革息息相关 , 如果没有国家和政府的重视

和支持 , 许多问题不可能得到很好解决。这就需要在全社会加大宣传力度 , 争取国家、各级地方

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理解与支持 , 保证这一工作的顺利实施。

(三) 借鉴经验 , 科学实施。当前 , 在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保障独生子女家庭合法权益等方

面 , 地方一些部门和机构已经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和实践 , 总结了一些好的做法和经验 , 对我

们制定独生子女军人群体福利待遇保障政策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同时 , 一些外国军队的某些规定

或多或少涉及独生子女军人福利待遇保障问题 , 他们的经验也值得研究和借鉴。比如 , 美军规

定 , 现役军人家属、21 岁以下子女和退休军人及其家属 , 可享受大部分免费医疗。又如印度军

队规定 , 因公死难者的双亲如无其他依靠 , 可申请获得 12 万卢比的抚恤金[6 ] 。再如 , 日本自卫

队设立了“抚养津贴”, 将其发给有亲属需要抚养的军人和文职人员 , 亲属的范围指配偶、不满

18 岁的子女和 60 岁以上的父母等。这样的经验对于我们设计独生子女群体福利制度很有借鉴意

义。

综上所述 , 迎接“421”家庭结构变迁所带来的挑战 , 以前瞻的眼光和与时俱进的精神来筹

划和制定独生子女军人福利保障制度 , 是一项意义重大的课题 , 同时还有诸多理论与实践问题需

要进一步理清。本文旨在抛砖引玉 , 以期引起人们更多的关注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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