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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国鼓励“啃老族”重返社会
全球依赖父母没有工作人数创近  年来新高

文 /弦子

据新华社报道，近日美国皮尤

研究中心发布报告称，不少美国人

二三十岁时仍接受父母资助，还有

约三分之一美国人成年后依然与父

母住在一起。

没有工作、依赖父母。近年来，

“啃老族”队伍的壮大已经成为一个

全球性问题。最新数据显示，“啃老

族”在全球总人口的占比已悄然上

升，达到了近20年来的新高。

对于这一现象，多国陆续出台

应对之策，鼓励“啃老族”重新走向

社会。

“啃老族”在韩日蔓延
通常，人们把尚未就业、未接受

教育或培训、靠父母供养的群体称

为“啃老族”。在人口老龄化问题突

出的韩国和日本，“啃老族”正在呈

蔓延之势。

李贞圭是韩国“啃老族”的一

员，31岁的他至今仍和父母同住，

过着“躺平”式的生活。“老实说，

我怎么能让我的宝贝儿子过得艰

难呢？”李贞圭61岁的母亲舍不得

将自己不工作、无收入的儿子赶

出家门。

据统计，韩国20至39岁青年中

既没有工作，也没在求职的“纯休

息”人口有约61.3万，占该年龄段青

年总数的4.7%。这些青年中，与父

母一起生活的人约占七成，约42.8

万人，其中20多岁有约26.9万人，

30多岁有15.9万人。

在日本，“啃老”似乎并不只是

年轻人的“专利”，“啃老大叔”“啃老

大妈”的存在也不在少数。

今年63岁的野口在其34岁时

丢掉了工作，而后，他便与母亲一

起生活至今，过着饭来张口、衣来

伸手的日子。只是，他年事已高的

老母亲洋子忧心忡忡：“如果我死

了，我的儿子怎么办？”很长一段时

间，她都在给儿子物色工作，为此

操碎了心。

数据显示，不工作、不上学或

不参加任何培训活动的日本人已

超过116万，其中，40岁至54岁年

龄段有约45万人。另有超过400

万35岁至54岁的日本人与父母生

活在一起。

“啃老”成为全球问题
“青春期”延长的不只有日韩。

实际上，“啃老族”增多的现象出现

在全球多国。

成年后不依靠父母、自己独立

生活，这样的社会传统这些年在欧

美国家正在发生动摇。

28岁的法国青年唐吉自幼生

活环境优渥，一直以来，唐吉“一心

只读圣贤书”，精通天文地理，还有

余力学习日文和中文。但即将走到

“而立之年”的他，却始终赖在父母

身边，无法独立生活。这是法国电

影《超龄孝子》中描述的剧情，可这

样的故事正真实发生在当今的法国

社会。

根据法国一家民间教育基金会

的统计，法国25岁以上仍与父母同

住的年轻人有130万人。欧洲统计

局的最新数据显示，在18岁至34

岁年龄段中，36.5%的法国人住在

父母家，至少有45%的同龄段比利

时人与父母生活在同一屋檐下，其

中男性为49.8%，女性为40%。

道森夫妇在美国马里兰州经

营着一家餐馆，他们的大儿子是标

准的“啃老族”。“我们老了，想退休

了！”道森太太说，“但如果我们把

餐馆卖了，大儿子一家就无处可住

了，我们去世后，可以将餐馆作为

遗产留给他。”

美国统计部门的数据显示，18

至34岁的美国年轻人中，与父母同

住的人数在1960年的占比约为

23%，在1990年占比约为27%，在

2021年则升至33%。

而根据印度官方数据，从2004

年至2018年，印度“啃老族”的人数

从约7000万上升至约1.16亿。如

何应对“啃老族”规模的不断扩大

正是印度面临的人口难题之一。

“啃老族”增多的背后
当“啃老族”数量在全球范围

内不断走高，其背后究竟有着怎样

的原因，又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对于韩国而言，谈论“啃老族”

问题就不得不提及就业问题。有

分析认为，韩国“啃老族”的增多不

仅是个人和家庭的问题，还与韩国

的经济活力有关，在指责年轻人

“躺平”前，应该先思考社会是否为

他们提供了足够多且优质的工作

机会。

据报道，近些年在韩国，年轻人

偏爱的优质工作岗位有所减少，尤

其是出口乏力导致制造业就业人数

呈明显下降趋势。与此同时，曾受

年轻人青睐的、灵活性较强的工作

岗位也在减少。随着优质工作岗位

减少，青年人的就业热情和活力也

随之下降。

另有媒体指出，在美国、英国等

国，年轻人与父母同住的最大原因

是房屋租金的飙升。据统计，在过

去20年里，美国的房租上升了约

1.7倍，英国上升了1.5倍。此外，

收入不够、学费上涨、就业形势严

峻等也是美英等国“啃老族”增多

的原因。

比利时列日大学人类与社会学

院的社会学家克莱尔认为，“啃老

族”在西方并不是新生事物。这一

现象与社会经济结构调整，年轻人

学习期延长、就业困难，房价昂贵等

诸多因素有关，其中最主要的原因

是学习期延长。如今，为了得到一

份称心如意的工作，许多学生追求

高学历，走上漫漫求学路，而在求学

阶段很难有稳定的经济收入，所以

他们不得不求助于父母在经济上的

支持。

“十多年来，德国社会发生了显

著变化。”德国汉堡大学青少年研究

学者马努拉 ·海因茨说，德国年轻人

的“青春期”延长了，他们的“自我发

现”阶段需要持续更长时间，在此期

间，他们更想待在家里寻找未来的

方向。

尽管各国情况不尽相同，但这

背后依然有着共性原因。有分析指

出，不少年轻人选择“啃老”，也离不

开老一辈的“自愿奉献”。与此同

时，失业率上升、就业压力大也是全

球多国部分年轻人正在面对的真实

困境。

而“啃老”不但会对“啃老族”自

身带来负面影响，也会给社会造成

一定压力。对于“啃老族”而言，“啃

老”的选择往往容易削弱他们独立

生存和承担责任的能力，影响其精

神状态，并在一定程度上使他们自

己与社会脱节。对于社会而言，“躺

平”青年群体的增多可能会导致劳

动力减少、生产力不足，从而影响到

经济发展。

多国想方设法应对
在全球“啃老”愈发严重的情况

下，不少国家都积极采取措施应对

“啃老族”增多的现象。

2023年11月，韩国政府宣布拨

款1万亿韩元（约合53.7亿元人民

币），以鼓励更多年轻人加入到劳动

力市场。

根据计划，韩国政府会于2024

年推出高中生就业服务并全面实

施大学生就业计划。具体措施包

括：于2024年推出综合服务平台，

向年轻人提供约74000个私营企

业及公共部门的实习或工作体验

项目；对于已找到工作的人，政府

将提供入职计划、教育以及资讯服

务，以帮助他们更好地适应工作，

并向实施缩短工作时间计划的公

司每人提供30万韩元（约合1611

元人民币）的补贴；将以各种激励

措施、教育、培训和咨询，帮助那些

远离就业市场的人们找到工作；那

些因照顾家庭而被迫失业的人，每

人每月将获得200万韩元（约合

10740元人民币）的补助；为残疾的

年轻求职者提供更多就业机会；设

立一个定期咨询机构，以寻找弱势

青少年并向其提供所需的支持。

欧洲国家则为年轻人提供了专

业培训计划。德国的“学徒计划”最

广为人知。在德国，孩子从15或16

岁开始，就已经将课堂时间与工厂

车间的实践经验结合起来。在培训

持续一年至三年时，大多数学徒可

直接进入相应企业工作，其中一些

人甚至可逐步晋升为公司高层。还

有一些欧洲国家拥有国家资助的、

几乎免费的高等教育系统。而丹麦

等国则对年轻人采取了相对强硬的

鼓励就业措施，包括减少或削减他

们的失业救济金。

为应对日益扩大的“啃老族”群

体，印度政府于近年还发起了一项

名为“印度技能”的计划，其中包括

一系列旨在加强技能培训和促进就

业的措施。只是，这项计划的实际

效果却并不理想。据报道，加入这

项计划的年轻人大都需要自行承担

培训费用，只有约16%的青少年得

到了政府的资助。此外，这项计划

的资金支出也没有受到适当的约束

和监督。

还有一些专业人士为缓解“啃

老族”比例上升问题建言献策。有

专家认为，数字化以及随之而来的

工作岗位，或能逆转全球“啃老族”

增多的趋势。“高科技工作不仅仅是

一份工作。”经济学家恩里科 ·莫雷

蒂认为，“一个城市每增加一个高科

技工作岗位就会相应增加五个非高

科技岗位。”但也有人指出，科技创

新对于工人而言存在变数，它也有

可能会压低工资，甚至使一些工作

岗位被淘汰。

另有专家认为，若老一辈能进

一步正视其子代未来的长远发展，

意识到将其对子代单向的无条件的

支持转为有条件的代际帮扶，尽量

不给子代创造不劳而获的机会，逐

步缓解单向代际扶持问题乃至恢复

代际双向互惠的秩序，或许更有利

于帮助青年摆脱选择或削弱“啃老”

的意愿。

▲ 在日本，游戏人间是许多“啃老族”面对生活的态度 ▲ 就业难也是不少人成为“啃老族”的原因 本版图片GJ

▲ 美国纽约一对老年夫妇    年曾被迫向州最高法院起诉，要求其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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