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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流动人口数量的不断增长，老漂族的社会适应问题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借助NVivo12质性

研究软件，以天通苑社区老漂族的报道评论为文本，从生活环境变化、家庭权力转移、社会政策壁垒三

个方面分析了老漂族流动后的社会适应问题，并依据社会融入理论，在社会工作视角下，从经济融入、

社会融入和心理融入三个层面，提出给予经济支持，巩固融入基础、拓展人际网络，提升社会技能和营

造融入氛围，增强社区认同的具体方法，构建社会工作的介入行动策略，从而更好地解决老漂族在“他

乡变故乡”的过程中出现的社会适应问题，并进一步回应我国“健康老龄化建设”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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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growing number of floating population,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the so-
cial adaptation of the old migrant workers. With the help of NVivo12 qualitative research software, 
taking the reports and comments of the old migrant workers in the Tiantongyuan community as the 
tex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ocial adaptation of the old migrant workers after they migrate from 
three aspects: the change of living environment, the transfer of family power and social policy b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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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er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social integr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work, this paper pro-
poses to give economic support, consolidate the integration foundation and expand the interperson-
al network. The specific methods of improving social skills, creating an atmosphere of integration, 
enhancing community identity, and constructing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of social work can better 
solve the social adaptation problems of the old drifters in the process of “making another hometown 
be hometown”, and further respond to the needs of “healthy aging construction”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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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 年流动人口高达 3.76 亿人，与 2010 年相比增加了 69.73%，同

时，这一数据也远超 2018 年《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中流动人口的总规模[1]，流动人口数量呈现持续

上升的趋势。在大规模的流动人口中，流动老人是个值得特别关注的群体。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中

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 2016》数据显示，2016 年我国流动老人近 1800 万，占全国流动人口的 7.2%。在庞

大的流动老人群体中，跟随子女迁入城市的占比近 70%，以照顾晚辈为目的迁入的占比为 43%，以家庭

团聚与养老为目的迁入的占比达到 25%。无论是出于哪种目的，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称号——老漂族。 
老漂族产生于城镇化和家庭整体迁移的时代背景，他们在跟随子女定居、含饴弄孙的同时，也在“他

乡变故乡”的过程中经历着流动、分离与聚合的转变。生活方式的变化、家庭权力的转移、关系网络的

断裂以及社会政策的壁垒使其面临着一系列的环境融入和社会适应问题。在此情况下，关注物理空间、

人文空间的转变对老漂族带来的区隔问题，探索社会工作介入老漂族社会融入问题的有效路径，不仅对

于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生命价值具有重要意义，更关乎家庭的稳定与社会的长远发展。 

2. 文献综述与问题提出 

当前学界对于老漂族这一概念并没有十分明确的界定，与老漂族相近的概念还有“随迁老人”、“流

动老人”等，均指为了支持儿女事业、照顾儿女家庭离开故土、来到子女城市生活的老年人[2]。近年来，

伴随着城乡分割的加剧和流动人口规模的扩大，老漂族的社会适应问题也广受关注，相关研究主要集中

在老漂族社会适应问题的概念化研究、解释性研究与对策性研究三个方面。 
在概念化研究方面，“社会适应”一词最早由社会学家斯宾塞提出，是指社会中的个体能够接受现有

的社会规范和行为准则，对社会环境中的刺激能够做出反应的过程。老漂族的社会适应指老年人生理、心

理方面对新环境的适应力，是对其生活质量的基本考量[3]。从宏观角度来看，老漂族的社会适应问题主

要表现在角色适应、行为适应和心理适应三个方面[4]；从微观角度来看，老漂族的社会适应可以细化为

经济适应、文化适应、社区适应和心理适应[5]。也有学者从人际交往、社会活动、代际隔阂、心理问题

和社会福利医疗问题等方面来对其的适应问题进行操作化[6]，但无论从何维度界定其适应问题，都要综

合考虑家庭成员、代际关系、居住环境以及社会支持网络等多方面的因素[7]。相关解释性研究主要涉及

老漂族社会适应问题产生的原因。流动老人从熟悉的乡土社会转向陌生城市的过程中，巨大生活环境反差

造成其生活方式的解构与重构，使他们在利弊的权衡和新旧的博弈中艰难地寻求新的生存空间[8]。从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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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社会学的视角，可以理解为迁居引起的空间变动造成的生活环境变化和社会关系断裂，导致了老漂族的

社会区隔，他们对原空间的依恋使得其出现一系列社会适应问题[9]。总之，老漂族的社会适应问题根源

于对原有生活环境的难断裂和对新环境的难融入。关于老漂族社会适应问题的对策性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

几点。一是在老漂族主体层面，加强自我意识的转变，增强对转入地的接受程度[10]，主动融入周边环境，

表明自身诉求，培养兴趣爱好，丰富自己的生活[11]。二是在老漂族的家庭方面，家人通过与老漂族的双

向情感联系，增强其精神慰藉。尊重老年人的生活方式，注重对他们物质和精神的双层赡养[12]。三是在

社区层面，以社区为依托提供多样化的养老模式，完善社区的文化和基础设施建设，充实其空余时间，满

足其精神需求，帮助老漂族构建社会支持网络，缓解他们的社会适应压力[13]。四是在政策层面，出台面

向老漂族群体的针对性政策，保障老漂族与流入地居民的同等权利，完善老漂族在异地医保、工伤保险、

廉租房保障等方面的制度建设，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力量，共同为该群体提供综合性公共服务[14]。五是基

于社会工作视角，利用社会工作技巧，提供老年社会工作服务、培育和壮大老年社会工作服务队伍。政府

通过对社工机构进行政策引导、服务采购、资金资助等方式引导社会工作在老年服务层面更上一层楼[15]。 
总结来说，已有研究对老漂族的社会适应问题与解决策略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并取得了一些成

果，但还需在以下两方面进行细致的研究。一是在分析工具上，多数研究是通过整理文献和分析问卷得

出相关结论，缺少多样化的研究工具和技术手段；二是在研究对策上，既有研究虽然已经形成了在“个

体、家庭、社区”层面的结构性介入策略，但是在整体的策略构建中缺少全面的社会工作视角。本研究

基于社会工作视角，从社会融入理论出发，借助 NViov12 软件，通过分析“亚洲最大社区”——天通苑

报道中的网友评论，来探究老漂族的社会适应问题及社会工作介入策略。 

3. 老漂族社会适应问题分析——以天通苑相关报道为例 

3.1. 天通苑社区报道及样本操作 

3.1.1. 天通苑社区及报道简介 
北京天通苑社区号称“亚洲最大社区”，占地约 8 平方公里，规划建筑面积 600 多万平方米，拥有

楼房 600 多栋，分为本区、天通东苑、天通西苑、天通北苑与天通中苑，每个苑又按照数字分 1、2、3
区，天通中苑分为东区、西区、南区、北区，仅地铁站就 3 个，公交站 40 多个，生活着近 90 万常住人

口，其中一半左右是外来的“新北京人”。2021 年 8 月 7 日，网络账号“轻读实验室”发表了一篇以天

通苑老漂族为主题，题为“她，50 岁，在北京给儿子当‘免费保姆’：1800 万老漂族何去何从？”的文

章。讲述了来自老家的父母随子女迁居城市后成为“老漂族”在城市的种种不适应。这一报道引发了网

友的广泛讨论，评论总数多达数 1369 条[16]。网友在评论区针对老漂族在大城市帮助儿女照料家务过程

中产生的社会适应问题各抒己见。 

3.1.2. 样本选择及编码方法 
为了更好地分析网友对老漂族社会适应问题的不同看法，笔者借助 NVivo12 软件对此篇报道的评论

文本做了统计，建立节点并对选定的评论文本进行逐一编码。具体操作如下：首先，为了有针对性地分

析评论，先人工删除重复评论和无关评论，筛选出有效评论 700 条 1。其次，将 700 条评论文本导入 NVivo12
软件，根据评论的情感倾向和话语含义进行编码，建立四类树节点，分别为“表明个人观点”、“分析

问题原因”、“提出解决方法”和“其他评论”。接下来，依据上述评论分类，在树节点下构建子节点。

通过内容分析将评论文本逐个编码，并把相关的词句归类到对应节点下。最后，统计得到编码评论文本

666 条(见表 1)，因受篇幅所限，表 1 中对子节点对应的编码文本内容做了部分展示。 

 

 

11. 评论有重复归类，所以存在参考点总数 < 700 的情况；2. 评论编码时间：2021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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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Examples of coding comments 
表 1. 网友评论编码示例 

树节点 子节点 文本内容 参考点 

表明个

人观点         

支持父母

照顾孙辈 

爱是互相的，您为子女作贡献，到时子孙也为您尽孝心，现在年轻人压力太大，父母不

支持他们，还有谁会支持他们？我从外地到上海来帮带外孙女，看着小孩子的可爱，又

能为女儿女婿减轻生活上的压力，让他们把精力都放在工作上。我爱我的家人，能为他

们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我觉得非常开心和幸福。 

388 反对父母

照顾孙辈 

这样也很不公平啊，养儿子养大了，辛苦付出不得回报，又要辛苦付出个小的，男方要

是有这个经济条件，最好是自己养父母，不需要女方一分钱，钱赚的多了，一部分拿去

赡养父母，一部分拿来补贴家用，在女方工资少的前提下，男方可以做主。 

尊重父母

的意愿 

父母愿意主动帮忙带的可以让父母带，但是如果父母不愿意主动帮忙带的也不要记仇，

因为父母带大儿子是义务，带孙子不是义务。因人而异，有的老人就是爱带小孩，觉得

自己还身体健康家里就要请保姆，好像自己已经很没用了一样，而有的老人就觉得自己

已经辛苦了一辈子了，该享福了，还是尊重老人的意见比较好。 

分析问

题原因 

子女习惯 
为什么没有老人的帮忙日子很难过下去？都是惯的。我的孩子半岁后都是自己带，晚上

基本不看电视，不外面吃饭，夫妻俩轮流安排时间带孩子，还是老人们惯的，你们不去

给她们带孩子，她们也不会让孩子饿着。 

114 传统观念 
中国人的感情都是向下向小的。付出不一定能得到想要的，痛苦主要在这儿，还是学会

开解自己吧。中国人的传统是这样的，如果儿子不叫父母带小孩，反而会不高兴，会在

亲戚朋友间没面子，会觉得孙子孙女长大后跟自己不亲近，尤其是做爷爷奶奶的。 

经济状况 
其实说来说去，还不是一个“钱”字逼的，儿女如果不差钱，请保姆请阿姨，让老父老

母过来享享福，不是皆大欢喜？所以不要站着说话不腰疼，各人有各人的苦，家家有家

家的难，一句话，没钱就是万万不行。 

提出解

决方法 

子女留在

父母身边 

所以无论儿女留在身边工作就好，在周围找个好工作过过小日子不香么何必奔着大城市

去！都在自己的家乡安居乐业多好，努力建设自己的家乡，毕竟再大再好的城市，资源

也是有限的。都呼呼呼地往北上广跑干啥，我觉得在一个三线城市就很好，房价能接受，

衣食住行也都不落后。 

135 

子女为父

母请保姆 

帮忙带孩子可以，家务还是应该请保姆，不要老人做。子女们在北京打拼，孙辈们无人

照看，老人们在故乡养老，何以安然？既便请保姆来看孩子，保姆也需要有人监督吧？

不然能放心吗？我的外孙女四周岁前也用了住家保姆，但双方老人也是换着来的。 

提倡父母

返回老家 

为什么不让老人把孩子带回家养，跟着儿女太辛苦啦，不光要照顾小的，还要照顾大的，

还自己贴钱。儿孙自有儿孙福，管他们呢。过几年，哪里来的回哪去，广阔的田野才是

你们的舞台。 

提倡降低

生育率 

反正一个人想过什么生活，那都是自己选的，过的好也是自己选的，过的不好也是自己

选的。一胎老人给你带大了，想生二胎三胎的子女看看吧，不要再打着亲情拖着家里的

老人，想想自己的实力再生。 

其他 
评论 

 
每个人的家庭条件什么的都不一样，只能说看情况而定吧。想家的感觉真的挺难受。看到

了以后的自己。社会的发展趋势，只能去适应，适者生存。老人的生活方式本来就有很多

的纠结，该怎样度过老年生活的时光才是正确的呢？我想自己喜欢就是最好的养老方式。 
29 

 

在评论区，网友们主要针对个人观点、原因分析和解决方法发表意见(见图 1)。在评论中，表示“父

母不容易”和“父母和孩子要相互体谅”的网友占比最多，体现了对老漂族社会适应问题的关切和同情。

除此之外，认为父母照看孩子是“家人之间的照顾”和认为“年轻人不容易”看法的网友人数紧跟其后。

与上述网友相比，这些人是站在偏向子女的立场上来看待问题。网友们在评论区的观点分野间接体现了

人们看待老漂族这一群体身份认同和社会适应问题的差异。同时也说明了老漂族的社会适应问题值得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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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Netizen comment text encoding diagram 
图 1. 网友评论文本编码图 
 

行更深入的探究。在既有研究中，很多学者都对老漂族的社会适应现状和问题做出了讨论，本文将在此

基础上，根据评论的启发做出进一步描述和解释，并提出社会融入理论指导下的社会工作介入策略。 

3.2. 无形区隔：老漂族的社会适应问题分析 

3.2.1. 生活环境变化引发的适应问题 
大部分老漂族来自小城市、县城、乡镇的“熟人社会”，他们流动到城市后，自己的日常生活时间

被照顾子女孙辈挤占，尽管能与家人团聚，但是原有的邻里关系和地缘关系不复存在，社会关系网络被

切断，再加上年龄、文化水平等因素导致的适应能力不足，使得他们缺乏建立新关系网络的信心，逐渐

成为公共生活中被边缘化陌生化的群体。Kalvero Oberg 在“文化休克”理论中指出，当人们离开熟悉的

社会文化环境、进入陌生环境时，会产生焦虑、不安、困惑等心理问题。老漂族流动到他乡的过程中，

其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都会发生改变，旧的生活方式尚未完全脱离，新的生活习惯也未重新建立，同时

也难以形成对流入地的归属感，随之产生“文化休克”的现象，进而产生一系列社会适应问题。 

3.2.2. 家庭权力转移引发的适应问题 
老漂族在身体和精神双重漂泊的过程中还经历了家庭角色的转变。过去，父母在家庭中具有绝对的

地位和话语权。而如今，流动老人向城内迁移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子辈权威”逐渐取代“父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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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的趋势。老漂族以“照顾者”的身份进入子女在城市中的家庭，其家庭的代际关系重心转移到子

孙辈。从网友评论中筛选出的出现频率最高的 100 个词语生成的词汇云显示(图 2)，“孩子”是出现频率

最高的话题。子辈在邀请老人进入城市家庭的考量中，不可避免地更加重视老人照顾孩子的功能，而并

非老人的家庭权威属性。老漂族在经历从“家庭决策者”到“家庭旁观者”转变的过程中，也感受到了

心理上的落差。多数子辈忙于自己的工作和社交，活跃于自己的关系圈子而与老人互动不多，无形中将

老漂族区隔开来。老漂族的社会角色逐渐遭到主动和被动的边缘化，生活上的烦闷和心理上的落差若得

不到及时排解，也会造成适应问题。 
 

 
Figure 2. Users comment on the keyword word cloud 
图 2. 网友评论关键词词汇云 

3.2.3. 社会政策壁垒引发的适应问题 
老漂族所遇到的社会政策壁垒主要是指其在融入地生活的过程中，出现的异地就医问题及其所衍生

的社会适应问题。相对于青年群体，老年人更容易遭受疾病的困扰。老漂族因为存在着人和户籍分离的

现实状况，游离在城市的福利体系之外，很容易遇到就医和报销方面的难题，不能和城市人口享受同等

的福利待遇。加之在信息化时代，老年人在文化水平、接收程度等方面处于劣势，同时也难以抽出时间

去接触异地医保知识，无法适应信息化的医疗程序，这会使其产生对城市的疏离感。甚至相当一部分老

年人在这种疏离感和文化差异、语言不通的共同作用下，会对去医院就医产生抵触心理，产生心理和身

体方面的双重隐患，直接影响着他们的生活幸福感。 

4. 融入路径：社会融入理论视角下的社会工作介入策略 

在我国的社会背景和学术语境下，社会融入理论被解释为特定群体融入社会主流环境，与社会主流

群体同等地获取经济社会资源，并在社会认知上去差异化的动态过程[17]。老漂族由迁出地流动到迁入地

之后，生活环境变化、家庭权力转移和社会政策壁垒等多重因素共同导致了他们的社会融入困境，进而

出现社会适应问题。社会工作作为一门以人为本，以助人为核心的专业，注重个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

在此理解下，老漂族的社会融入困境是包括经济、社会、心理等多种因素在内相互建构的结果。因此，

要解决老漂族的社会融入问题，需要利用社会工作专业技巧和助人方法，在社会融入理论的指导下，针

对现实问题，从经济、社会、心理的维度出发，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城市环境、适应城市生活。具体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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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以下几个方面。 

4.1. 经济融入：给予经济支持，巩固融入基础 

经济融入是老漂族社会融入的基础，关系到老漂族是否能够在流入地实现自由体面地养老。社会工

作应该充分发挥资源链接的作用，对于有经济能力且有继续增加经济收入意愿的老漂族链接合适的老年

工作岗位，例如门卫看守、有偿社区服务志愿者等；对于没有经济能力的老漂族，确保其在流入地享受

应有的惠民政策，享有与当地居民同等的居民权益，避免因为在社会福利保障、居民待遇等方面存在差

异而造成老漂族的心理落差，巩固老漂族在城市的社会融入基础。 

4.2. 社会融入：拓展人际网络，提升社会技能 

社会融入体现在老漂族在流入地的生活过程中与他人和社会产生关联的程度。社会工作者能够通过

丰富的社区活动，将老漂族个体和社区群体联结起来，拓展其人际网络关系、增强其社会技能。一方面，

社会工作者可以从老漂族群体特点出发，在社区举办一些娱乐活动，例如围棋小组、广场舞比赛等，丰

富老年人精神生活的同时帮助其结识同辈群体。另一方面，还可以为老漂族链接再社会化过程中需要学

习的知识，组织老漂族学习适应信息化时代的新技能。例如开展主题成长小组，学习使用电脑和智能手

机、邀请相关领域人士来为老漂族开展讲座、普及知识，帮助他们了解当地经济、医疗、民生等方面的

政策，降低他们在适应新环境过程中存在的潜在危险，营造有利于老漂族社会融入的社区人文环境。 

4.3. 心理融入：营造融入氛围，增强社区认同 

心理融入作为一种主观性的判断，是最高层次的社会融入，也可以称之为归属感或认同感。在提升

心理融入层面，社会工作者可以从家庭和社区两方面入手。一方面，通过开展家庭咨询服务，帮助有社

会适应问题的老漂族及其家庭成员共同商议对策，加强代际支持，促进两辈人的感情交流，鼓励子辈做

父母的倾听者，帮助老漂族宣泄心中烦闷，从而减少代际隔阂，增强对新环境的认同。另一方面，社会

工作者可以在社区内成立老漂族志愿服务小组，组织其参与社区义务劳动，帮助社区内的居民解决日常

生活难题，让老漂族在奉献社区的过程中认识到自己的价值，提升对社区的归属感。 

5. 结语 

随着城镇中年轻劳动力的外流，传统的家庭观念也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老一辈父母从“安土重

迁”不得不向“离土又离乡”转变，跟随孩子们的脚步加入“漂”的行列，甚至牺牲了原有的生活轨迹

去适应子女的生活节奏。在这一过程中，他们遇到的城市生活困境和社会融入问题不容忽视。老漂族的

社会适应过程是动态发展的，所以由生活环境变化、家庭权力转移和社会政策壁垒产生的问题也应该通

过多方面的力量和多角度的方法介入。社会工作应该秉持尊重、接纳的价值理念，从融入、整合的视角

出发，在经济、社会和心理融入的层面构建介入策略，通过个案辅导、家庭咨询、小组活动、社区关怀

等工作提升老漂族的社区融入感和生活幸福感，让老漂族在“漂”的过程中寻求到物质和精神层面的归

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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