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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让独居者不孤独 

 

2021 年春节期间，北京一位女生因门被锁被困浴室 30 个小时，无法与外界取得联系，

再次引发了社会对于“独居青年”的热议。 

 

我国独居人群快速增长，未来仍将继续攀升。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9 年我国独居

人口1已近 9000 万人，独居率2达 18.5%，即全国大约每五个家庭中有 1 个是独居家庭。全

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00-2010 年我国独居人口年度复合增长率达到 7.5%，但中国独居

人口的攀升并非特例，部分发达国家独居率最高超过了 40%3，2015 年美国独居率为 28%，

日本独居率为 34%，而瑞典、德国、芬兰等国的独居率已达 40%左右。从国际经验上看，

未来独居倾向还会提升，据初步预测，到 2030 年我国独居人口数将达到 1.5~2 亿，独居率

超过 30%。 

 

独居人群呈现城市化、年轻化。独居人群向城市集中，相比 1990 年，2010 年独居人

群在城市的占比上升了 16 个百分点，达到近 4 成。通过研究全国 52 个重点城市4的独居人

群发现，重庆、北京、上海、深圳和广州独居人口数量领先。2010 年，中国 2 成的独居人

口集中在独居人口排名前 10 的城市，近 3 成集中在排名前 20 城市。除了历来受关注的独

居老人外，独居青年的比例快速增加，2010 年 20-39 岁青年人在独居群体的占比已超过 3

成，相比 1990 年占比上升了 5 个百分点，总人数已超过 1800 万，而 60 岁以上的独居老

人占比下降5。初步预计，2030 年我国 20-39 岁独居青年或将从 2010 年的 1800 万增加到

2030 年的 4000-7000 万人，增长约 1-2 倍。 

 

新独居时代到来，呈现出“聚集化、社交化、多元化”的特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

展，思想观念的演变，我国已从以农村生活的“孤寡、贫苦”的老年独居群体为主的旧独

                                         
1 独居人口：以全国人口普查或国家统计年鉴的人口部分“一人户”的家庭户的统计口径为准。其中，根据全国人口普查资料说明，家庭户是

以家庭成员关系为主，居住一处共同生活的人口，作为一个家庭户。单身居住独自生活的，也作为一个家庭户。值得注意的是，有很多合租的独

居青年未被统计到单人户中。 

2 独居率：是指一人户的家庭数在总家庭数中的占比，以此指标进行国际横向比较。 

3 数据来源：UNECE 及相关国家统计局数据 

4 全国重点 52 城是指：北京市、上海市、深圳市、重庆市、广州市、东莞市、成都市、杭州市、宁波市、温州市、武汉市、金华市、南通

市、沈阳市、哈尔滨市、佛山市、台州市、昆明市、福州市、西安市、苏州市、天津市、郑州市、青岛市、南宁市、泉州市、合肥市、南京市、

厦门市、大连市、绍兴市、烟台市、徐州市、长沙市、无锡市、乌鲁木齐市、石家庄市、惠州市、中山市、济南市、长春市、嘉兴市、常州市、

贵阳市、唐山市、太原市、吉林市、兰州市、南昌市、珠海市、呼和浩特市、海口市 

5 数据来源：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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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时代，走进了覆盖城市生活的“收入稳定、独立自由”的青年独居人口的多样化群体的

新独居时代。在新独居时代，独居分布走向城市聚集化、空间配套走向社交化、居住服务

则更为多元化，独居经济兴起。新独居时代催生新的居住形态，未来新居住行业将搭建围

绕独居者需求的居住产业链，形成层次丰富的品质化独居社区，以满足不同年龄段、不同

收入水平的独居群体的居住需求。 

 

现阶段，独居青年在享受独立自由的同时也面临着突出的居住问题。独居青年脱离了原

生家庭，独自生活在城市中，他们产生了大量的对小户型居室需求，而城市住宅普遍是以家

庭居住为主的中大、多居室住宅，导致供需不匹配。市场上小户型、低租金产品较为缺乏，

大部分为多人合租状态，以北京为例，66%的租客为合租，其中 76.5%为陌生室友6，在与

陌生人合租时因为生活习惯不同，通常会产生矛盾或摩擦；由于缺少家人陪伴，独居群体对

居住环境的社交性、安全性要求较高，他们最为担忧的是遇到陌生人来访、突发疾病等状况。 

 

如何让独居群体居住生活不脱离社会网络、减少生活孤独感，需要全社会广泛关注和积

极应对。庞大的独居人群面临着小户型少、缺少陪伴、安全隐患等问题，暗含着社会不安定

因素，尤其是青年独居人群聚集的重点城市。由此提出建议，一是让独居人群“住有所居”，

即重点城市布局小户型住宅，为独居人群提供小面积、低租金、品质化住房；二是让独居人

群“住可安居”，推动形成稳定的住房租赁市场，提供多方措施保障独居者的居住安全，完

善独居者的社区生活服务和社交配套。 

 

新独居时代来临，未来每个人都可能会在某个阶段选择独居，社会需要为独居者们提供

良好的居住环境，让他们获得更好的社会安全和社会参与。展望未来，希望不同收入水平青

年、老年独居人群，都将拥有选择独立生活的自主性和可能性，他们既可住有所居，又能住

可安居。 

                                         
6 数据来源：《2017 年北京租客调查白皮书-租有所居》，贝壳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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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迎接 2 亿人的新独居时代 

 

独居是指离开家庭独自一人生活的居住方式。独居人群大多未婚、离异或丧偶，少数为

结婚后由于工作原因与家人异地居住，其中适龄未婚青年、离异未再婚中年、丧偶老年人成

为独居的三大类人群。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思想观念的演变，我国已从以农村生活的“孤

寡、贫苦”的老年独居群体为主的旧独居时代，走进了覆盖城市生活的“收入稳定、独立自

由”的青年独居群体的多样化群体的新独居时代。 

独居群体规模持续扩大 

根据初步预测，我国 2030 年独居群体或将达到 1.5 亿~2 亿人，独居率或超 30%，其

中 20-39 岁独居青年可能达 4000-7000 万人。相比于过往，现阶段独居群体已呈现出城市

化、年轻化的特征，城市为独居人群提供了多元、便捷的生活环境，2010 年我国近 3 成独

居人口集中在独居人口数量的 TOP20 城，未来独居人群将持续向各城市群的核心城市集中。 

独居人群向城市集中，城市独居青年异军突起 

在 2010 年单人户家庭已经成为继核心家庭、一对夫妇户之后的第三大家庭类别。从家

庭结构7变迁来看，核心家庭户占比减少，一对夫妇户和单人户占比呈现增加趋势。根据全

国人口普查数据，我国独居家庭数量在 2000-2010 年的复合增长率达到 7.5%。依据国家

统计局最新数据，2019 年中国的单人户家庭已达近 9000 万，独居率为 18.5%，比 2000

年提高了 10.2 个百分点。 

图：2000-2019 年中国独居率走势（%）      图： 1990-2010 年中国家庭结构分布（%） 

        

数据来源：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贝壳研究院整理 

独居群体呈现年轻化趋势。独居老人数量下降，独居青年数量攀升，根据第六次全国

                                         
7 根据查瑞传,曾毅，郭志刚编写的《中国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分析（下）》，家庭户可以分为十类：单人户、一对夫妇户、一代与其他户、核

心家庭户、隔代家庭户、二代联合家庭户、三代直系家庭户、三代联合家庭户、四代直系家庭户、四代联合家庭户。其中，核心家庭户是指父母

与未婚子女居住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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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普查数据，2010 年独居人口占比最高的三个群体为 20-29 岁、30-39 岁、40-49 岁，

总体占比达近 5 成，比 1990 年增加了 10 个百分点，其中 20-39 岁青年占比超 3 成，达

到 32%，增加了 5 个百分点，数量已超 1800 万，而 60 岁以上独居老人的占比则减少了

13 个百分点。  

图：2010 年中国独居人群按年龄分布状况         图：1990-2010 年中国独居人口年龄变化 

        
数据来源：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贝壳研究院整理  

城市独居人群快速增加，尤其是独居青年。相比 1990 年，2010 年独居人群在城市的

占比上升了 16 个百分点，达到近 4 成。独居人群分布呈现“城市年轻，乡村老龄”特

征，城市独居人群中 20-49 岁群体占比超 6 成，20-39 岁群体占比达到近 5 成。从独居人

群年龄角度看，20-39 岁人群中近 6 成的聚集于城市，50 岁以上独居人口超过 5 成分布

在乡村。随着城镇化推进，年轻人多离开乡村家庭到城市工作，年龄较大的留居乡村。 

图：2010 年中国独居人群在城市、镇及乡村的分布状况   图：2010 年城市中各年龄独居群体分布 

        
数据来源：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贝壳研究院整理 

图：2010 年中国独居人群按年龄、区域分布状况 

 

数据来源：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贝壳研究院整理 

大城市独居人口数量多，近 3 成集中于 TOP20 城市。通过研究全国 52 个重点城市

8的独居人群发现，重庆、北京、上海、深圳和广州独居人口数量领先。2010 年，中国 2

                                         
8 全国重点 52 城是指：北京市、上海市、深圳市、重庆市、广州市、东莞市、成都市、杭州市、宁波市、温州市、武汉市、金华市、南通市、沈

阳市、哈尔滨市、佛山市、台州市、昆明市、福州市、西安市、苏州市、天津市、郑州市、青岛市、南宁市、泉州市、合肥市、南京市、厦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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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独居人口集中在独居人口排名前 10 的城市，近 3 成集中在排名前 20 城市。从集中

度的增速上来看，2010 年 TOP10、TOP20 城市独居集中度9相较于 2000 年均增长了 4.5

个百分点。2030 年中国的独居人口将聚集在特定的 10-20 个城市中，未来独居人口将进

一步的聚集化，这些城市将主要是一线城市以及对外来人口吸引力较强的二线城市。 

图：2000-2010 年中国独居区域集中度变迁 

 
数据来源：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贝壳研究院整理 

图：2010 年全国重点 52 个城市独居人口数量 TOP30 城市（万人） 

 

数据来源：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贝壳研究院整理 

东南沿海城市独居率较高。2010 年全国重点 52 个城市中，独居率 TOP30 城市中超

半数城市独居率超过 20%。其中粤港澳大湾区的东莞、深圳独居率达近 40%，海峡西岸

城市群的厦门、粤港澳大湾区的中山和珠海、广州均超过 25%。独居率呈现出东南沿海

高的态势，而其他城市即使是直辖市、省会城市独居率也较低，独居率最高的 6 个城市均

位于东南沿海地区，而天津市独居率只有 12.6%、哈尔滨市仅 13.4%、石家庄为 9.7%。 

表：2010 年全国重点 52 个城市独居率 TOP30 城市 

 

数据来源：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贝壳研究院整理 

2030 年独居群体或将至 2 亿，独居青年或达 7000 万 

独居人口的增加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发达国家率先经历了独居人口快速攀升的阶段。

                                         

市、大连市、绍兴市、烟台市、徐州市、长沙市、无锡市、乌鲁木齐市、石家庄市、惠州市、中山市、济南市、长春市、嘉兴市、常州市、贵阳

市、唐山市、太原市、吉林市、兰州市、南昌市、珠海市、呼和浩特市、海口市 

9 此处集中度是指 TOP10、TOP20 城市的独居人口数量在全国独居人口总数中的占比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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