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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世同堂”“三代共居”越来越少，“三口

之家”是当前主流

“这10多年来，除租户、流动人口外，本地住

户家庭规模的缩小趋势非常明显。”年过五旬的李

长兴是北京市海淀区某居委会工作人员，已从事

社区工作近20年。李长兴介绍，从“六人普”到

“七人普”，本地居民家庭户规模明显缩小。

李长兴说，辖区内不少家庭的夫妻双方或其

中一方是新北京人，出于子女教育方面的考虑，在

这里购房、落户、居住，而老人留在原籍，因此家庭

户规模较小。“以前各户祖孙三代共同居住的情况

非常多，四世同堂的现象也不少见。现在家庭结

构基本都是夫妻两口子，顶多加上一两个娃，家里

即使有老人也只是暂住几年、帮助带孩子，户口并

不在本地。最常见的还是三口之家。”

农村家庭小型化也在加速。

“现在的年轻人更重视小家庭，家族观念相对

要弱一些。村里的年轻人在大城市工作后，虽然逢

年过节都带孩子回来，但他们的户口基本都不在本

地了。”家住安徽农村的王林老人向记者展示了自

家的户口簿，大儿子、二女儿的户口页都已打上了

“迁出”的戳子，只剩老两口和小儿子的户口仍留在

老宅。“孩子们都安家在大城市，小儿子也外出打工

了，家里平时只有我和老伴居住。”王林说。

家庭户是指以家庭成员关系为主、居住一处

共同生活的人组成的户。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第七

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11月1日零

时，全国共有家庭户49416万户，家庭户人口为

129281万人；集体户2853万户，集体户人口为

11897万人。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为2.62人，

比2010年的3.10人减少0.48人。

——城镇化进程加快，日益普遍的迁移流动

使原本居于一户的家庭成员分散多处

从2010年的3.10人到2020年的2.62人，中

国家庭户规模缩小背后有哪些原因？

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副组

长、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分析，家庭户规模继续

缩小，主要受中国人口流动日趋频繁、住房条件改

善、年轻人婚后独立居住等因素的影响。

近年来，城市落户政策不断放宽、住房市场体

系和保障体系逐步完善，为年轻人在城市安居乐

业创造了条件。

“大城市的户口越来越好拿了。跟我同一届

毕业的同学里，如今在沪深等地落户成家的比例

很高。”广东小伙袁平3年前从北京某高校毕业后

进入上海市一家事业单位工作，不仅顺利落户，还

成功申请到公租房，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应届生毕业找工作，首要问题是去哪座城市

发展。随着大城市落户条件放宽，大学生毕业起

薪不断提高，年轻人到大城市购房、成家的环境正

在改善，家庭观念也相应转变。”重庆姑娘刘璇也

已经在深圳落户，正和男友为购房首付款进行储

蓄，准备组建小家庭。

家庭变小了，还与生育率紧密相关。北京大

学人口研究所所长陈功指出，生育率下降使得家

庭子女数量减少，这是家庭户规模下降的主要原

因之一。在国家统计局公布“七人普”数据同日召

开的“大国人口：形势、挑战与应对”专家研讨会

上，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宋健

也谈到，长期施行的普遍一孩政策压缩了家庭中

孩子的数量，减少了家庭人口规模。

尽管家庭户规模在缩小，但家庭户数量在快

速增长。

宋健指出，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和自20

世纪80年代以来逐渐开启的住房制度改革，使更

多中国人得以拥有自己的住房，不必再拥挤在一

个屋檐下；与此同时，日益普遍的迁移流动也使原

本居于一户的家庭成员分散多处。

——家庭规模小型化，要求城市功能进一步

完善，基本公共服务覆盖面扩大，满足居民养老、

照护等需求

家庭户规模缩小对家庭关系和家庭功能有何

影响？

“家庭变小了，但生活也更精致了。”上海市民

徐天喜和妻子都是“90后”独生子女，育有一女。

在他看来，家庭规模小型化对个人生活的影响大

多是积极的。“家庭小，意味着孩子少、跟老人分开

居住、和亲戚往来减少，这样在人情往来、生育养

育等方面就更加轻松。另外，在住房、医疗、教育

等方面，小家庭面临的压力也更小。”徐天喜说。

以“核心家庭”（指由父母及其未婚子女组成的

家庭）作为基本生活单位的观念正日益深入人心。

“我和妻子从小过的都是‘一家三口’的小家

庭生活，现在也有了一个小孩。我们觉得这种

典型的‘三口之家’生活蛮好。”徐天喜说。在

大中城市，由于生育政策的影响存在代际惯

性，由父母和一个孩子组成的“三口之家”十分

普遍，即使生育政策松动，不少年轻夫妻也对

生育二孩缺乏热情。

未婚年轻人倾向于婚后独立居住。记者

登录北京某知名高校论坛征友版块，检索后发现，

不少帖子都提出了“婚后独立居住”、“有独立住

房”等要求。“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肯定还是希望小

两口自己住，尽量不和老一辈住在一户里。”正在

征婚的高校研究生杨莉说。

随着人口老龄化、少子化，“断舍离”“极简生

活”理念在东亚年轻人中越来越受欢迎。消费方

面，商家也在不断适应消费者家庭规模小型化的

趋势，推出相关商品和服务。外卖平台上，“单人

套餐”“双人套餐”已成为商家必备选项。一些商

家还推出“一人食”“一人游”等定制服务。

家庭规模变小，老年人感受要复杂些，但多数

人认为这是大势所趋。北京市民杨先生和妻子前

年双双退休。“我们只有一个儿子，婚房都买好了，

但他最后选择去上海工作。我们现在是‘空巢家

庭’。”他说，目前老两口身体都好，收入也不错，生

活安排得丰富多彩，只是对高龄后的养老照护有

些担心。“身边有朋友去考察养老社区，我们也准

备一起去看看。”

不久前，国家发改委印发《2021年新型城镇

化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明确要求有序放开

放宽城市落户限制，着力解决大城市住房突出问

题。按照相关部署，各类城市要推动进城就业生

活5年以上和举家迁徙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

稳定就业生活的新生代农民工、农村学生升学和

参军进城的人口等重点人群便捷落户。此外，《重

点任务》提出，要加快培育发展住房租赁市场。城

市落户政策要对租购房者同等对待，允许租房常

住人口在公共户口落户。

专家分析，随着城市落户限制的继续松动，住

房市场体系和住房保障体系的不断完善，未来人

口流动有可能进一步加快，持续推动家庭规模的

小型化。这要求城市功能进一步完善，基本公共

服务覆盖面进一步扩大，满足家庭小型化后在养

老、照护等方面的需求。

未来，伴随着家庭户缩小、人口总量达峰，中

国将走上新的人口发展道路。陈功认为，“可以预

期，中国人口质量将在未来较长时间内保持较快

的提升速度，并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利

条件，走出一条从享受人口数量红利转向创造人

口质量红利的人口发展道路。” （新华社）

中国家庭户平均规模降至2.62人

家庭变小背后原因有哪些
国家统计局近日公布的第七次全

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家庭户均规

模为2.62人，比2010年减少0.48人。从

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至今，中国

家庭户规模越来越小。家庭变小背后

的原因有哪些？

家庭户均规模
10年减少0.48人

人口流动、住房改善
是主因

“核心家庭”结构
将更普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