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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北京市的“老漂族”规模日渐增大，这一群体的社会适应问题不只是影响他们自身，也影响着社会的和

谐，需要引起重视。本文构建GM(1,1)模型，根据历年数据对北京市“老漂族”数量进行预测，结果显

示未来10年北京市“老漂族”数量会持续增长。“老漂族”的社会适应在个体、家庭、社区、政府四个

层面皆存在问题，本文运用生态系统理论、社会支持理论、社会融合理论的知识，分析“老漂族”在各

层面遭遇的困境，明确各主体的目标，制定合适的方案，科学有效的促进北京市“老漂族”的社会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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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cale of the “old drifters” in Beijing is increasing day by day. The problem of the social adapta-
tion of this group not only affects themselves, but also affects the harmony of the society, which 
requires attention. This paper constructs GM(1,1) model to predict the number of the “old drif-
ters” in Beijing based on historical data.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number of the “old drifter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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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jing will continue to grow in the next 10 years. The social adaptation of the “old drifters” has 
problems at the four levels in individual, family, community, and government. This paper uses the 
knowledge of ecosystem theory, social support theory, and social integration theory to analyze the 
difficulties encountered by the “old drifters” at various levels, clarify the goals of each subject, 
formulate appropriate plans, and promote the social adaptation of the “old drifters” scientifically 
and effectively in Bei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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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和经济的爆发式增长，年轻人为了得到更好的机会偏好去大城市发展，同时在

传统家庭应团圆、以子女为生活重心的思维观念感染下，老人会为了帮助子女减轻生活压力与负担，而

跟随子女生活，这类群体被学者称为“老漂族”。北京市作为特大型城市，常住人口逐年增长，2020 年

已达到 2189.3 万，其中 60 岁以上流入人口 2020 年已达到 51.1 万 1，如表 1 所示。作为流动老年群体，

他们的生活单调、枯燥，每天几乎局限于家–社区–超市三点一线间，在城市融入方面与年轻人相差甚

远，存在很多问题。但当下，将“流动”、“老龄”两个特征联结在一起的“老漂族”并没有像农民工

群体一样被社会各界给予重视[1]。作为边缘群体的“老漂族”，他们在适应社会时遭遇的困难不只是影

响他们自身，也对和谐社会的建设有损无益。 
 
Table 1. 2011~2020 Beijing permanent residents, permanent residents over 60, and net inflows populations 
表 1. 2011~2020 年北京市常住人口，60 岁以上常住、净流入人口数量 

年份 常住人口(万人) 60 岁及以上常住人口(万人) 60 岁及以上净流入人口(万人) 

2011 年 2018.6 268.5 18 

2012 年 2069.3 286.8 20.7 

2013 年 2114.8 292.9 9.7 

2014 年 2151.6 321.6 20.6 

2015 年 2170.5 340.5 22.5 

2016 年 2172.9 348.4 14 

2017 年 2170.7 358.2 21.8 

2018 年 2154.2 364.8 15.7 

2019 年 2153.6 371.3 3.6 

2020 年 2189.3 429.9 51.1 

数据来源：北京统计年鉴、统计公报、第七次人口普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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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理论基础 

2.1. 生态系统理论 

生态系统理论由心理学家布朗芬布伦纳首先提出，该理论强调应该从整体的角度看待人类和社

会，把人类生存的社会环境看作是由微观、中间、外层、宏观系统组成的社会性生态系统，这些系统

用不同的方式直接或间接影响着人类的行为[2]。“老漂族”在陌生的环境进行社会适应时有很大的阻

力，本文运用生态系统理论，将与“老漂族”个体相关的家庭、社区、政府看作相互作用的生态系统，

分析不同层面系统的情况，从多个角度探究“老漂族”的社会适应问题，并且对问题的解决提供多视

角的方法。 

2.2. 社会支持理论 

通常来说社会支持是指个体获得的由社会各方面提供的物质上或精神上的支持的过程，与之相关的

社会支持网络通过不同主体间持续互动产生[3]。社会支持理论广泛应用于社会学、心理学等相关精神学

科中，部分学者认为通过社会支持可以解决人与人、人与社会间的矛盾，社会支持网络的强度和规模越

大，个人应对环境挑战的能力就越强。社会支持分为：正式支持和非正式支持，正式支持一般是指国家、

政府、社会层面提供的政策制度支持、财政支持等；非正式支持是家庭、社区、朋友等主体提供的精神、

物质支持[4]。对于离开故土到陌生城市的“老漂族”而言，他们面临着适应新城市、重建社会关系等多

重困境，更需要来自不同主体的社会支持给予帮助，因此除了需要“老漂族”自身努力适应外，还需要

政府、社会的正式支持和家庭、社区的非正式支持[5]。个人、家庭、社区、政府四方主体共同合作建好

社会支持网络，对“老漂族”的社会适应有重要意义。 

2.3. 社会融合理论 

社会融合是流动个体慢慢适应迁入地生活，接受迁入地文化，与迁入地群体进行良性互动，彼此间

相互影响、同化，最终相互认可，成为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整体的过程。从本质上来说社会融合源于社

会的流动和分层，是一个动态的、多维度的渐进式过程[6]。社会融合需要多个主体共同努力，“老漂族”

作为流动人口在进行社会融合时可以分为心理情感融合、行为融合、文化融合、身份认同等多方面[7]，
具体化为“老漂族”自身积极主动在心理情感层面进行融合，家庭及社区采取措施帮助“老漂族”进行

文化、行为融合，政府从制度层面帮助其进行社会融合、身份认同。 

3. 研究方法 

3.1. GM(1,1)模型 

首先，设原始数列： 
( ) ( ) ( ) ( ) ( ) ( ) ( ){ }0 0 0 01 , 2 , ,x x x x n=  , ( ) ( )0x k 为非负序列， 1, 2, 3, ,k n=   

其次，累加生成新序列： 
( ) ( ) ( ) ( ) ( ) ( ) ( ){ }1 1 1 11 , 2 , ,x x x x n=  ， ( ) ( ) ( ) ( )1 0

1 , 1, 2, 3, ,k
ix k x i k n
=

= =∑   

对生成序列 ( ) ( )1x k 建立白化微分方程： 
( )

( )
1

1d
d
x ax u
t
+ = ，a 为发展灰度，u 为内生灰度。 

对参数 a, u 进行最小二乘法估计，构造数据矩阵 B 及数据向量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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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参数列 â 满足： 

( ) 1T Tâ B B B Y
−

=  

则 GM(1,1)模型 ( ) ( ) ( ) ( )0 1x k az k b+ = 的时间响应序列为： 

( ) ( ) ( )1 01 , 1, 2, 3, ,akb bX k x e k n
a a

− + = − + = 
 

  

用上述公式进行预测。 
最后，计算后验差比值 C，小误差概率 P，根据对照表进行检验。 

 
Table 2. Prediction accuracy level description table 
表 2. 预测精度等级描述表 

检验等级 优 合格 勉强合格 不合格 

P ≥0.95 ≥0.80 ≥0.7 <0.70 

C ≤0.35 ≤0.5 ≤0.65 >0.65 

3.2. 预测结果 

通过上述公式得出预测值，如表 3、表 4 所示，同时，C = 0.155，P = 0.8，对照表 2，该预测合格。 
 
Table 3. The actual and predicted values of the net inflow of people over 60 years old in Beijing 
表 3. 北京市 60 岁以上净流入人口实际值与预测值 

年份 实际人数(万人) 预测人数(万人) 

2011 年 18 18 

2012 年 20.70 12.86 

2013 年 9.70 14.17 

2014 年 20.60 15.61 

2015 年 22.50 17.21 

2016 年 14.00 18.96 

2017 年 21.80 20.89 

2018 年 15.70 23.02 

2019 年 3.60 25.37 

2020 年 51.10 2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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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Forecast of the number of “old drifters” in Beijing in the future 
表 4. 未来北京市“老漂族”人数预测值 

年份 预测人数(万人) 

2021 年 30.81 

2022 年 33.95 

2023 年 37.41 

2024 年 41.23 

2025 年 45.44 

2026 年 50.07 

2027 年 55.17 

2028 年 60.80 

2029 年 67.00 

2030 年 73.83 

4. “老漂族”的社会适应 

北京市“老漂族”的人数越来越多，其社会适应是多层次、复杂的过程，受到主、客观条件的影响，

同时也受到不同主体间持续的互动和相互影响，因此，“老漂族”的社会融入需要个体、家庭、社区、

政府四个主体共同参与才能实现。 

4.1. 个体层面 

根据老人“漂”的原因，将“老漂族”分为“保姆型老漂族”和“受养型老漂族”[7]；根据流出、

流入地的性质，“老漂族”主要分为“城–乡流动老漂族”和“城–城流动老漂族”。无论是哪种老漂

族，他们离开家乡来到子女所在城市，原有的生活习惯、节奏、社会关系等必然随着生活环境而变化，

因而需要适应[8]。“老漂族”个体的性格特点和健康状况影响着他们的社会适应。其中性格特点决定社

会适应的积极性，性格外向的老年人会主动与社区邻居交流，面对新环境时拥有积极的心态，适应能力

较强；性格内向的老人往往对未知的生活环境持谨慎、保守的态度，甚至对新环境产生抵触心理，封闭

自己不与他人交流。个体的健康状况对其社会适应的影响较为直接。老人的身体会随着年龄增长、各项

机能的下降出现不适感，老年人积极参与社区各项活动的前提是拥有健康的身体，这样也会有精力替子

女分担家务和照顾孙辈，更好地适应在新生活[9]；反之，身体状况欠佳的“老漂族”在日常出行和社区

娱乐活动的参与等方面存在着极大不便，导致他们很少有机会熟悉陌生的社区，与社区内的居民交流也

比较少，日常生活较为枯燥，不利于他们进行社会适应。 

4.2. 家庭层面 

家庭在人类社会化或重新融入社会的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对于“老漂族”而言，老人

离开熟悉的家乡环境进入陌生环境，需要慢慢调整和过渡，在这个过程中，家庭起着重要的作用，从家

庭方面来说，主要是家庭成员间的关系。首先，由于老人与子女的年龄差距过大，思想间有代沟，因此

他们彼此间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可能存在很大不同，这使得他们在生活琐事、育儿观念等方面易产

生家庭矛盾冲突。当矛盾发生时，老人与子女通常都会互相妥协，虽然避免了冲突但没有解决实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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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产生更深的心理隔阂[10]。第二，子女有自己的交际圈，且平时工作忙，与老人交流的机会较少，不能

详细的了解老人内心的想法和需求，老人的委屈和压力无处诉说，虽与子女同住，却形似空巢老人。第

三，“老漂族”来到子女家中从一家之“主”变为一家之“仆”，地位趋于边缘化[11]，丧失家庭主导权

与话语权，这样的转变使他们认为自己存在价值降低，心理失衡。 

4.3. 社区层面 

社区有管理、服务和保障社区居民的功能，“老漂族”每天的人际交往、购物、娱乐活动基本都要

在社区中进行，是他们最重要的生活空间。有研究表明，外来迁入人口能顺利融入社区的首要环节就是

社区参与，同时社区内部融洽的居民关系对迁入人口的社区归属感、身份认同感有促进作用[12]。当前，

社区的管理和服务功能存在缺陷，对“老漂族”群体的不够重视。过去部分“老漂族”在农村生活，村

里人际的交往和互动比较频繁，但现在面对城市中陌生、冷漠、人际间距离感强的氛围会让他们感觉无

所适从。在老家遇到困难时，老人们一般会主动寻求村委会、邻居或其他亲朋好友等的帮助；但来到迁

入地后，却发现除了向子女求助找不到其他渠道，社区支持方面几乎是空白。尽管有部分机构与社区合

作为老年居民提供服务，但他们的对象大多是高龄、失能或残疾老人，并没有针对“老漂族”的专门服

务[13]。 

4.4. 政府层面 

政府作为公共政策的制定者和社会事务的管理者，对解决“老漂族”社会适应问题发挥着领导和指

引作用，但某些制度阻碍了老漂群体的适应，主要表现为户籍制度的约束和公共福利覆盖面不全。户籍

制度最初被建立是由于计划经济时我国的资源贫乏，国家为了防止大面积的人口流动而设置的制度[14]，
但近些年经济突飞猛进，人口流动成为了社会的显著特征。“老漂族”由于受到户籍约束而无法享有与

本地老人同样的福利，内心的不公平感影响着他们的社会适应。相较于年轻人，“老漂族”由于健康问

题更为关注医疗保障方面，但他们的医保存在报销程序繁琐等问题。虽然我国绝大多数城市已经实现了

医保异地补偿结算，但因为缺乏大数据支持，各地信息系统间互通程度低，这使得“老漂族”异地报销

时遇到许多如时间长、手续繁琐、效率低下等问题，对他们的社会适应有消极影响。 

5. 结论与建议 

“老漂族”作为当前经济趋势下产生的群体，规模也在日渐增大，但由于种种直接或间接的原因，

其遇到的社会适应问题需要由他们自身及所属的家庭、社区、政府共同努力，相互合作才可能得到解决。

“老漂族”虽然属于不能用工作直接创造社会经济价值的老年群体，但他们照顾子女、抚育孙辈间接的

减轻和舒缓了子女压力，因而他们在社会化的实现，幸福感与生活质量的提升，对社会和谐发展，人文

社会的构建以及社保福利制度的完善方面有着非同小可的意义。 
“老漂族”的社会适应需要自身、家庭、社区、政府共同努力。首先，“老漂族”群体要提升自身

主观能动性，主动与人沟通交流，拓宽交友渠道，发展兴趣爱好，多途径排解心中苦闷；同时勤于锻炼，

重视自身身体状态变化。其次，家庭要营造和谐、温馨的氛围，子女在闲暇时刻适当给予老人关怀与陪

伴，缓解其在陌生城市的孤独与陌生感，帮助老人走出家庭；发生冲突时，双方要多加沟通、坦诚面对

问题，而不是逃避问题式的妥协或互不相让式的争吵；决定家庭大事时，要提前告知老人，尊重、倾听

老人的意见，提高他们在家庭中的存在感。社区要提升自身管理、服务水平，了解社区内“老漂族”群

体的数量与情况，提高“老漂族”的社区归属感；丰富社区生活，组织一些健康讲座、兴趣班、春游等

社区活动丰富“老漂族”群体的社区生活，同时还能促进邻里关系。政府要从宏观角度健全“老漂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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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适应体系，打破不同省市间的户籍壁垒，在公共社会福利方面，兼顾“老漂族”的感受，尽量做到

一视同仁，给予“老漂族”同城待遇；在医保报销方面，实现异地报销大数据互通，简化完善异地报销

流程，为“老漂族”提供更多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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