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博士生姓名：窦媛 

 

年级专业：2020 级 

 

导师姓名：乔东平教授 

 

预答辩时间：2024 年 3 月 27 日 16:00-17:30 

 

预答辩地点：后主楼 2027 

  

论文题目：政策终结背景下独一代家庭照顾困境、照顾福利态度与福利行动 

 

预答辩简述： 

随着“全面二孩”生育政策实施，在中国施行了三十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正式

终结。截至 2015 年底，全国已有 0－46 岁的独生子女人口 2.46 亿左右，占同期

出生人口的 43%。其中，第一代独生子女家庭已经进入“上有老、下有小”的阶

段，面临多重照顾责任。本研究聚焦第一代独生子女家庭照顾问题，关注政策终

结背景下，独一代家庭照顾问题的困境、照顾福利态度与照顾福利行动，试图探

讨家庭层面的困扰与宏观的治理结构之间如何发生互动。 

研究以结构功能主义理论、福利态度理论、政策反馈理论为指导，以扎根理

论作为研究策略，遵循理论抽样原则，通过半结构式访谈、实物资料收集、焦点

小组访谈等方法收集资料，运用程式化扎根理论编码方式，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独生子女政策显性地改变了独一代家庭的结构特征，削弱了传统家庭

照顾功能实现机制，社会照顾供给缺位，家庭仍然是照顾福利供给主体，代际关

系是照顾功能实现的结构性依托。在发展主义的家庭观念引导下，家庭照顾安排

遵循“下位优先”伦理，照顾资源存在竞争与挤压，亲代照顾需求存在溢出风险，

子代在亲代照顾中依然发挥重要兜底功能，尚不构成生存性危机。由于代际结构

断裂，失独家庭照顾功能缺失，照顾需求严重溢出，构成生存性危机。 

第二，照顾福利态度是个体社会身份认知的反映，独一代家庭成员的身份认

同经历了由共识向分异的转变，受历史制度因素和家庭照顾风险感知影响。随着

政策终结、政府注意力转移，以及家庭生命周期变化和照顾需求增强，独一代家

庭成员的自我社会身份认知与制度建构产生分异，形成了四种社会身份认同，并

从三个方面建构自身照顾福利正当性，公民的自我身份建构与福利应得认识与当

前制度设计的福利资格条件存在张力。 



第三，受“福利应得”观念错位和照顾引发的生存性危机，失独家庭试图通过

自上而下的福利行动将群体需要、价值纳入政府决策。在失独者的利益诉求表达

过程中与政府部门形成了“失独者需求表达－政府消极回应－行动激励－政府回

应”的螺旋上升式回应模式。自下而上的福利行动中，失独群体借助政策叙事的

问题界定策略，“闹大”与“日常反抗”行动策略，协作式内部动员策略，多维度的

外部资源整合策略，为公众议程进入政策议程创造了政治机会空间。但是，政府

部门仍然掌握了政策裁量的主导权，迫于集体行动压力，地方政府会上调现有福

利供给，为避免形成福利路径依赖，政府部门通过内部规制进行“回拉”。整体

上，围绕失独者的照顾福利行动，形成了“一推一进一拉回”的互动模式。 

第四，基于独一代家庭的照顾困境、照顾福利态度与照顾福利行动，研究提

出个人困扰走向政策议程是一个不间断的身份赋权与身份实践的过程，包含了需

要赋权、制度赋权与集体赋权三个层面，三者是相互建构的关系。 

最后，在上述研究发现基础上，与已有研究成果进行对话。结合研究发现，

针对性地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 

 

预答辩组成员（3 人）： 

 

徐月宾（主席）：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陈彬莉（委员）：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徐晓新（委员）：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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