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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华人口论坛动态

我国老年同居的照护需求与法律援助问题研究 

陈明立 
西南财大人口所内部讲座提纲  

摘 要：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人口寿命不断延长，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老年同居现象也陆续在各地出
现并呈上升趋势，成为一个比较普遍和复杂的社会问题，引起社会公众和学者们的关注。本报告通过对老年同
居现象产生的原因、背景及其利弊关系的考察，对老年同居的养老功能、照护需求及法律援助的粗浅研究，试
图探求正确路径，吁请社会各方面力量，切实保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让老年人安度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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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老年同居的界定  
1、《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护法》，老年人指60周岁以上的公民。 
2、关于老年同居的各种界说： 

1）老年同居就是老年男女双方不进行结婚登记自愿生活在一起，实现晚年相互照料的一种老年再婚的生活方
式，是一种准婚姻模式。（宋健等 ） 

2）老年人同居是再婚老人在实践中为解决难题创造的一种有效形式，而且现行的法律没有禁止，再婚实行同
居模式，这是再婚老人的意愿，也是他们的自主选择，是老年人通过夫妻的互相扶养，度过晚年的一种模式 
（郝麦收等） 

3）老年同居就是老人在不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情况下生活在一起,实现晚年生活相互照料的一种同居生活方式
（谭琳等）。 

4）老年同居是人类的第五种婚姻家庭形式，搭伴养老是一种新的婚姻模式 。（姜向群等 ） 

3、我们的看法 

综合学术界的各种看法，我们认为： 

“老年同居”指无偶老年男女主要以相互照护和养老为目的，未经正式的结婚登记而自愿生活在一起的一种老
年生活方式。它是我国近年出现的一种无偶男女老人之间自愿结合的非婚自养照护模式。 

一般具备以下基本特征： 

①60周岁以上无配偶的老年男女； 

②主要以养老和相互慰藉、相互照护为目的； 

③未经过结婚登记； 

④居住在一起共同生活。  

二、我国老年人口增长状况： 

 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60岁以上的老年人1.2亿，其中无偶的老年人4500万。 

 1982年到2000年，中国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47%，老年人口则以3.2%的速度增长。预计2000年到2020
年，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将增加到2.4亿，占总人口比重将上升到16.6% ；2020年到2050年，60岁以上的老年
人口将上升到4亿多，约占亚洲老年人口的36%，占世界老年人口的22.3%。老年人口占我国总人口的比重将上
升到26%左右，人口老龄化程度达到高峰。 

三、我国老年人口婚姻状况： 

●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显示，我国丧偶老年人占老年人口的37.7%，离婚、未婚老年人占老年人口的
2%，有偶老年人占60.3%。这表明我国处于无偶状态的老年人近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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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老年同居的原因分析  

（一）感情慰藉：志趣相投，情投意合，黄昏恋  

（二）照护需求  
1.生活照护。 

1）男性老人的经济养老资源与女性老人的生活照料资源的共享与交换。 
2）使双方在生病时获得很好的护理。 
3）寻求新的生活保障。 
4）增强生存环境和生活的安全感。 

2. 精神照护。 
1）情感失落和感到孤独的老年人寻求相互体贴； 
2）相互照顾的精神依赖 。拥有配偶可以让老年人的生活重新充满活力。 

3．生理照护 。 
1）性生活的生理需要。男性老人在60岁时有夫妻生活要求的比例可以高达90%。女性老人比例就会低些。日本
的调查资料表明，70岁以上的老人，还有70%的人有生理要求。 
2）正常的夫妻生活,有助于老年人的健康长寿。  

五、寻求搭伴同居者的途径 

1、社交场合（文化娱乐场所、歌舞厅、朋友聚会等）。 

2、老年大学。 

3、网络聊天。 

4、同学会。 

5、朋友介绍。 
6、旅游。（组团旅游相识机会） 

六、选择同居而不选择婚姻的原因分析  

1.经济上的障碍 
1）对再婚可能会引起财产纠纷的担心  
2）同居，可以继续享受个人的全部经济待遇  

2.亲子关系上的障碍 
1）财产继承权导致子女抵制老人再婚而不反对同居 
2）老年人的弱势地位，希望获得子女的照料和帮助 

3.价值取向上的障碍 
1）“从一而终”、“女不二嫁”的封建思想影响阻碍再婚 
2）改革开放后，社会对同居现象的理解和宽容  

4.再婚的心理障碍 

1）老年人再婚的成功率较低  
2）出于谨慎考虑 
3）为了保持“自由”  

5.现行结婚法定程序的障碍 
1）现行结婚法定程序不适合老年人再婚 
2）老年人感到结婚手续烦琐 

七、同居搭伴养老是第四种养老模式 
●理论界比较一致的认为我国目前存在三种基本养老方式： 

家庭养老——以个人终身劳动积累为基础，在家庭内部进行代际交换的“反哺式”养老。 

集体养老——主要是针对鳏寡孤独老人实行的具有救济性质的“五保”，包括分散和集中供养。 

社会养老——由社会提供的养老，包括社会养老保险、计划生育养老保险和退休金制度 。 

●同居“搭伴养老”——既是一种准婚姻模式,也是一种养老模式。被称为第四种养老模式。 也属“自我养老
模式”之最佳范式。 

八、老年同居的利弊分析 
老年同居——一柄有利有弊的双刃剑  

作为一种准婚姻模式和养老模式，在社会支持体系不完备的情况下，可以帮助老年人： 



(1)日常生活有人照料。 

(2)消除或减少孤独寂寞感。  

(3)生病有人护理。 

(4)满足性的需求。 

(5)避免子女和财产纠纷。 

(6)减轻政府和社会部分负担。 

“搭伴”形式伴随一系列不容忽视的风险与问题： 
1、缺乏法律基础,法律不予保护 。 
2、不符传统道德规范，对年轻人的婚姻观念有负面影响。 
3、不能彻底解决养老和照护问题。 
4、同居关系具有脆弱性 。 
5、存在上当受骗的危险。  

九、对老年同居照护风险的法律援助  
1、对老年人实施法律援助的适用范围 
法律援助：是指在国家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的指导和协调下，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等法律服务人员
为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给予减、免收费提供法律帮助的一项法律制度。 

公民获得法律援助的两个基本条件： 
一是有充分理由证明为了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需要提供法律帮助； 
二是确实因为经济困难，无能力支付需要法律帮助的费用，或者只能支付一部分费用。 

涉及老年人的法律援助主要包括： 

无能力为自己辩护的老年人犯罪案件和追索侵权赔偿的案件；请求给付赡养费、抚育费、扶养费的；请求给付
劳动保险金、抚恤金的；赡养协议、抚养协议公证，有关领取抚恤金、救济金的公证；其他确需提供法律援助
的事项；等 。  

十、为老年人提供法律援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必要性 

1、老年同居在现行法律中并未禁止。 
2、老年同居潜在问题的复杂性、多样性。 

3、老年人所处的弱势地位。 

4、经济一般比较困难。 

5、生理、心理承受能力低。 

6、一般缺乏法律保护意识。 

 重要性 

1、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2、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3、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 
4、防止老年犯罪。 
5、老龄化社会中老年问题的普遍性。 

十一、应逐步建立和完善老年人权益的 
司法保护和法律服务体系  
（一）完善老年立法 
1、消除老年人合法再婚的障碍, 修改和完善现有相关法律法规； 
2、建议颁制“老年婚姻法”，使老年人在再婚过程中遇到的新问题得到解决。 

（二） 改善司法工作 
1、对涉及老年人的案件，实行“优先立案、优先审理、优先执行”的“三优先”制度。 
2、各级司法行政部门，律师、公证机构应制订为老年人提供法律援助和法律服务的规定 。 
3、成立老年法律援助中心、老年法律事务所，开设老年法律服务热线，为老年人的维权活动提供便利。 

（三）增强政府执法部门的应对功能 
1、政府各级部门应对老龄化严峻形势和老年同居现象有清醒认识，及时增强政府机构的应对功能。 



2、大力宣传《婚姻法》、《妇女权益保障法》及《继承法》等法律法规，增强老年人(尤其是女性老人)的法
律意识，提高维护自身权利的能力。 
3、设立专门机构,帮助老年人处理婚姻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协调家庭中的代际关系，为无偶老年人再婚创
造条件。 

4、加强社区网络建设及其服务功能，关注“搭伴养老”者的生活，及时发现和处理相关问题。 

（四）开展老年文化、孝文化、 
长寿文化等宣传教育，营造家庭和谐环境 

1、提高人们特别是子女们的法律意识，使他们明确知道老年人与青年人一样享有婚姻自由。 

2、尊重老年人的婚姻选择，帮助有再婚意愿的老年人及时、妥善解决再婚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3、对老年同居和老年再婚应予宽容、理解和尊重，同时给以正确引导。 

注：本站的一些文章属转载并注明了作者的，但有一些文章的作者和来源不详，如您认为本站侵犯您的著作
权，请发邮件到zhtaifu@gmail.com，我会立即作相关处理！如需转载本站独有的文章或信息，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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