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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概况 

独生子女护理政策在两会期间成了热门话题。有多位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的建议、提案与此相关。来自山东的赵峰等 3 名全国人大代表提交了《关于设

立独生子女带薪陪护假的建议》，建议“设立‘独生子女照料护理假’，在独生

子女父母患病住院期间，给予独生子女每年 10-20 天的照料护理假，护理假期

间视为出勤，工资福利待遇不变。” 

目前，河南、福建、广西、海南、湖北、黑龙江、重庆、四川、宁夏、内蒙

古、山西 11 个省份已先后出台独生子女护理假制度，为独生子女在其父母患病

住院期间进行陪护提供便利。但这项制度的落实还存在着诸多不确定性因素，很

大程度上仍属于“纸面规定”。如何全面落实下去需要全社会共同的思考和努力。 

各方观点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实施独生子女父母护理假制度，有利于增强独生子女

家庭养老保障能力，有利于保障独生子女家庭的合法权益。 

光明日报：老龄化社会的步伐加快，养老问题已成为一件大事，需要公共服

务的加速跟进。其中，独生子女家庭，更应该有更多针对性的权益兜底。 

高莉（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残疾人联合会党组书记）：呼吁从国家层面制

定出台相关政策，规定将独生子女照料陪护假条例列入立法规划。 

施卫东（全国政协委员、南通大学校长）：国家应出台独生子女护理假政策，

以保障独生子女家庭合法权益及社会和谐稳定。 

深度分析 

（一）落实独生子女护理假的积极意义 

1.有利于缓解独生子女在父母赡养方面的压力。 



 

      

独生子女护理假可以缓解独生子女在照顾老人和工作两难选择中的压力，也

能帮助他们尽尽孝心，体现出政策背后的温暖，让“百善孝为先”变得更加可行

和更进一步。 

2.是对独生子女父母作出贡献的一种补偿。 

推行独生子女护理假政策，是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的补充，体现了我国政

府对独生子女家庭的承诺和担当，也是对独生子女父母作出贡献的一种补偿，有

利于增强独生子女家庭养老保障能力和保障家庭发展支持体系的建立与社会和

谐稳定。 

3.能够有效预防和弥补可能出现的养老短板。 

50 后一代即将整体进入 60-70 岁的老年阶段，而 40 年前第一代独生子女

父母响应基本国策，形成了这样一个局面：4.5 亿户家庭中，独生子女家庭约有

1.6亿户。我国正面临老龄化社会的严峻挑战。预防和弥补可能出现的养老短板，

建立并有效执行全国性的独生子女护理假政策，是需要走好的第一步。 

（二）独生子女护理假落实难的原因 

1.资强劳弱，执法不力。 

目前，一些用工单位在总体上还处于强势地位，部分劳动者处于弱势地位。

面对“要带薪休年假还是要饭碗”的两难选择，不少劳动者都会无奈选择后者，

劳动者缺乏对等公平的博弈机会，导致不敢休、不能休。 

2.缺乏独生子女护理假合理的社会分摊机制，仅靠企业个体难以承担。 

目前，不少企业和用人单位想方设法不落实各种带薪休假，一定程度上讲，

也是在整体经济形势不够景气，企业利润微薄、经营困难的情势下，企业为了降

低运营成本和维持正常运转不得不采取的下策。 



 

      

3.各地规定没有统一，不具有普适性。 

各个地方出台的时间不一、内容宽窄不一、力度大小不一，不具有普适性。

护理假实行省（区、市）较少且长短不一，导致执行上会出现尴尬：老年人生活

在有护理假的省份，而子女所在省份没有此规定，就无法正常享受休假。 

（三）推动独生子女护理假有效落实的措施。 

1.政府部门要出台具体的实施细则，保障独生子女护理假有效落实。 

要颁布相应细则和具体监督机制，以支撑这项政策的具体落实。如进一步细

化政策，确保护理假落实有据：对独生子女身份确认、父母住院情况、外埠独生

子女请假途中时间如何计算等问题作出统一的细化规定。定期开展监督检查工作：

可以由工会或民政等部门负责监督各企事业单位的落实情况。一旦发现有单位违

反相关法规，即由劳动监察部门出面进行惩处。 

2.出台配套激励措施，鼓励用人单位依法落实新的休假制度。 

护理假产生的用工成本不能由企业独自承担，应通过减税、奖励补贴等形式，

给予企事业单位，尤其是民营、私营企业等一定的补偿。进一步降低企业运营成

本，不将落实成本丢给企业一方买单，提高企业参与的积极性。 

3.加强顶层设计，推动国家层面的统筹部署。 

执行护理假制度，直接牵涉到相应的成本分担问题。家庭、企业、政府等主

体之间的成本分担机制如何确定，除了地方探索，更应有全国统一性的安排，尽

快建立并有效执行全国性的独生子女护理假政策，让各界共同为独生子女护理假

兜底。 

4.加强宣传释法，营造依法保障独生子女护理休假权的良好氛围。 



 

      

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让更多的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认识这一政策落实的

重要性、必要性，营造依法保障独生子女护理休假权的良好氛围。 

参考文章 

独生子女常回家看看，既要入“心”更要入“法” 

独生子女政策实施已有 40 年，这意味着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已进入老年行

列。这部分群体的养老问题，已经成为一个需要关注的现实问题。2019年两会

有多位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建议设立“独生子女照料护理假”，该想法的提

出让“常回家看看”这一话题又重新进入到公众的视野。 

子曰：“其为人也孝悌。”孔子非常重视孝悌，认为孝悌是做人、做学问的

根本。孝悌不是教条，是培养人性光辉的爱，是中国文化的精神。其中，孝即指

回报父母的爱，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孝道”。孝道是传统文明的组成部分，是中

华文化的精髓所在，是传承了几千年的“正能量”。本来，孝乃人之本能，鸟有

反哺之义，羊有跪乳之恩，马无欺母之心，何况人呢？孝道是与生俱来的人之特

质。因为，人人都将为长，是人均有老日，今天你孝敬父母，将来子孙必将同样

孝顺你。如此循环周而复始，生生不息，就形成了优秀的传统文化。 

然而，社会发展到今天，由于受物欲的诱惑，对金钱的崇拜，许多人顾不上

孝亲敬老，一门心思挣钱、花钱、享乐。还有一些人，受工作的挤压，受竞争的

比拼，忙于事业、学业，很少顾及家人。社会上，“空巢老人”“留守老人”等

新名词不断出现。更为严重的是，我们的社会已然迈入了老龄化社会，老人问题

越来越突出，越来越受到关注。独生子女护理假的制定将会从法律层面进一步保

障“常回家看看”。 



 

      

但就目前的现状而言，这项制度的落实还存在着诸多不确定性因素，很大程

度上仍属于“纸面规定”。比如，近日有媒体调查重庆的独生子女护理假执行情

况时发现，很多人对护理假闻所未闻。在接受采访的 50 位市民中，知道独生子

女护理假的仅 4人，带薪享受到了护理假的人更是少之又少。应该说，这样的现

象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仅从政策规定来看，各省之间的差异也较大。比如，休假

时长从 10 天至 20 天不等；休假期间的待遇问题，有的省份明确属于带薪休假，

但有的省份无明确规定；而这项休假，到底属于企业可自行安排的员工福利，还

是属于具有法律保障的员工权利，也是处于模糊地带。更为关键的一点是，由于

目前这项制度只在部分省市推出，很容易出现一种执行上的尴尬：老年人生活在

有护理假的省份，而子女所在省份没有此规定，就无法正常享受休假。 

因此，鉴于各地的具体情况，相关部门鼓励和支持地方层面探索该制度，确

有必要。但是，无论从助推该项政策更好地落地，还是从进一步完善对独生子女

家庭的优待政策的角度，独生子女护理假，都宜尽早有国家层面的统筹部署。比

如，执行护理假制度，直接牵涉到相应的成本分担问题。家庭、企业、政府等主

体之间的成本分担机制如何确定，除了地方探索，更应有全国统一性的安排。 

其实独生子女护理假的有效落实不仅仅需要国家和地方政府从政策和监管

角度推进，更需要独生子女自身主动唤醒内心的“孝”的意识。从心出发，带“心”

回家。毕竟“常回家看看”属于情感而非法律，回家看看是孝文化的具体表现，

而决非强压下的表象。 

（来源：光明网和上海金融报，有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