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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探究流动老人领域的研究现状与未来发展趋势，本文借助CiteSpace软件对CNKI数据库中2001年
~2023年期间收录的CSSCI相关文献数据，总计216篇进行可视化分析并绘制相应高产作者、权威机构、

关键词共现、关键词聚类、时间线以及关键词突现图谱。共得到272个作者节点，226个机构节以及280
个关键词节点，形成“流动老人”、“社会融入”、“居留意愿”、“影响因素”等10个研究聚类。发

现2001年~2023年期间，关于流动老人的相关研究可大致分为三个部分，第一、流动老人流动成因及特

征。第二、生活状态与居留意愿。第三、社会适应与融合。在未来研究中，可进一步结合流动老人双重

特性进行探析、拓宽流动老人的调研数据、强化系统理论并融合多学科等层面不断深化完善研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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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 of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mobile elderly, this paper uses CiteSpace software to visually analyze the CSSCI-related lit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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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re data collected in the CNKI database from 2001 to 2023, totaling 216 articles, and draw the 
corresponding high-yield authors, authoritative institutions, keyword co-occurrence, keyword 
clustering, timeline and keyword emergence mapping. A total of 272 author nodes, 226 institu-
tional nodes and 280 keyword nodes were obtained, forming 10 keywords such as “mobile elder-
ly”, “social integration”, “willingness to stay” and “influence factors”. It was found that during 
2001-2023, the research on mobile elderly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first, causes and cha-
racteristics of mobile elderly. Second, life status and willingness to stay. Third, social adaptation 
and integration. In future research, we can further deepen and improve the research content by 
combining the du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obile elderly, broadening the research data of the mo-
bile elderly, strengthening the systematic theory and integrating the multidisciplinary asp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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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统计数据，2019 年全国共有 2.47 亿流动人口，其中流动老人将近 1800
万，占流动人口总量的 7.2%。在我国深度老龄化、生育政策不断调整的趋势下，未来流动老人数量必将

持续走高。流动老人作为流动人口中的特殊群体，其在生命历程的后期从故乡迁移至陌生的环境，需要

面临心理与生理上的双重调节，因此探究其行为特征、提高社会融合、资源保障等议题迫在眉睫。在现

实中，无论是在政策发布以及学术研究上，对流动老人的关注度普遍不高，我国流动老人领域在学界的

研究中目前还属于新兴议题，因此在既有研究中，为更深入把握人口流动与迁移研究现状与发展前沿，

本文运用 CiteSpace 可视化工具对此领域的重要研究主题、高产学者、权威机构以及未来研究热点等问题

进行梳理，为后续研究提供一定程度上的参考。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 CNKI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文献库，为更完整分析学界研究情况，

本文使用专业检索，将主题词设定为：主题 = “流动老人” + “老漂族” + “随迁老人”，CSSCI 期
刊作为文献来源，检索时间划定为 2001 年~2023 年。文献检索结果共有 227 篇，剔除会议讲座、书评、

刊首语等无效数据最终收集有效样本文献 216 篇并通过 Reworks 格式导出，导入 CiteSpace 软件加以进一

步分析。 

2.2. 研究方法 

本文通过文献发文量、权威机构、高产作者、时间线以及关键词分析对流动老人领域进行解析。首

先通过 EXCEL 软件分析年度发文量趋势，其次使用文献可视化工具 CiteSpace，对该领域研究作者、机

构、图谱共现、关键词聚类以及突变词进行梳理，CiteSpace 是文献计量分析法中最常用的软件，能够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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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领域文献进行计量，探寻出学科领域演化的关键路径及其知识拐点，并可通过一系列可视化图谱来

形成学科演化的动力机制的分析以及相关研究领域发展前沿的探讨[1]，本文使用版本为 6.2.R1。 

3. 人口流动与迁移研究现状及综述 

3.1. 发文量 

将时间设定为 2001 年~2023 年之间，根据图 1 中的统计结果可知，在 2008 年以前，我国学界对于

流动老人领域的研究较为稀少，每年发文量不超过五篇。2009 年~2016 年期间文献量出现小幅增长，并

且在 2017 年之后，发文量快速增加。从上个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后，我国的流动人口便呈现快速增长模

式，流动人口家庭化过程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个人外出流动；第二阶段是夫妻双方共同流

动；第三阶段是夫妻双方并携带未成年子女参与流动，也叫核心家庭流动阶段；第四阶段是其他亲属随

同流动，尤其是老年祖父母辈随迁流动[2]“九五”与“十一五”规划后开启了城镇化浪潮，在 2003 年后，

我国城镇化进入白热化时期，庞大的人口流动规模带来大量家庭随迁，流动老人占比大幅提升，关于流

动老人融入、随迁老人保障等问题提上研究日程。随后国家发布的“十一五”、“十二五”以及户籍改

革制度等一些列措施使人口流动与迁移迎来又一波高峰，因此，在老龄化与人口流动的双重影响下，近

几年来，关于老年人流动的问题日渐受到学界关注，但文献数总量还有待提升。 
 

 
Figure 1. Annual publication statistics of mobile elderly literature (CSSI journals) 
图 1. 流动老人领域文献年度发文量统计图(CSSI 期刊) 

3.2. 高产作者 

运行 CiteSpace 软件，得出我国流动老人领域发文频次较高的作者网络图谱(如图 2 所示)其领域高产

作则及合作关系，可一定程度显示作者或合作团队对人口流动与迁移领域的研究水平。图谱中总共产生

272 个节点以及 166 个连接，其合作密度为 0.0045。此图谱中的每个节点都代表一位作者，节点越大，

则代表该作者发文数量越多；每个节点间的直线代表作者之间的合作网络，线条越多，则合作关系越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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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从图 2 可发现，作者原新是 2001 年~2023 年期间该领域发文量最多的作者，为 4 篇，其次为任远、

崔树义、杨菊华与张航空，发文量均为 3 篇。其中以原新为首，桂世勋、李健民；杨学燕、周平梅、等

人分别在老人流动领域形成了一定强度的合作网络。段成荣、吕利丹程梦瑶等人也构成了小规模网络。

此外该领域中有相当一部分作者进行独立研究，因此未来研究需要更多学者形成更紧密地合作关系以推

动领域长期发展。 
 

 
Figure 2. Author collaboration chart in the field of mobile elderly (CSSI journals from 2001 to 2023) 
图 2. 流动老人领域作者合作图(2001 年~2023 年 CSSI 期刊) 

3.3. 权威机构 

通过运行 CiteSpace 软件，得到流动老人领域权威机构的网络图谱(如图 3 所示)，在 2001 年~2023 年

之间，该领域发文量排名前五的机构(含并列)分别为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11 篇)、中国人民

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11 篇)、北京大学社会学系(5 篇)、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5 篇)、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4 篇)、华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4 篇)、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3
篇)、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3 篇)、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3 篇)、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

策学院(3 篇)、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3 篇)、南京大学社会学院(3 篇)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

(2 篇)、上海大学社会学院(2 篇)。其中以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社会与人口学院为核心，

与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人口研究》编辑部等机构形成了庞大

的合作网络。不难看出，各类机构在流动老人领域具有一定的关系网，尤其是各大高校之间的合作更为

紧密。从地域属性来看，该领域发文权威机构大都集中于北京、上海等城市，一方面，一线城市是 985、
211 高校的聚集地，每年得到的各类拨款也较高，因此在此领域能产出众多科研成果。另一方面，上海、

北京等超大城市是各地老年人口流入的主要地区，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较为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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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Map of institutional cooperation of mobile elderly (CSSI journals from 2001 to 2023) 
图 3. 流动老人领域机构合作图(2001 年~2023 年 CSSI 期刊) 

3.4. 关键词共现情况 

 
Figure 4. Keyword co-occurrence mapping of mobile elderly (CSSI journals from 2000 to 2023) 
图 4. 流动老人领域关键词共现图谱(2001 年~2023 年 CSSI 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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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作为一篇文章的核心总结，对文献关键词进行可视化分析可对该领域文章的研究主题窥探一

二。共现可表现出不同学科间学者对主题研究的紧密程度，一般来说，图谱中的关键词节点规模越大，

那么该关键词出现频率越大。本文对 2001 年~2023 年流动老人领域发文关键词进行频次与中心性统计，

设置如下：Years per slice 设置为 1，Threholds 参数设置为 2，得到 280 个节点、447 条连接(详见图 4)。 
本文对 2001 年~2023 年人口流动与迁移领域发文关键词进行频次与中心性统计(详见表 1)，列出前

20 的关键词，包括：人口流动(27 次)，中心性为 0.65、流动老人(16 次)，中心性为 0.11、社会融入(15
次)，中心性为 0.25、老龄化(11 次)，中心性为 0.16、影响因素(10 次)，中心性为 0.13、居留意愿(8 次)，
中心性为 0.05、老漂族(6 次)，中心性为 0.03、城乡差异(5 次)，中心性为 0.1、家庭结构(4 次)，中心性

为 0.02、性别差异(3 次)，中心性为 0.01 等。 
 

Table 1. Top 20 high-frequency keywords in the field of mobile elderly (CSSI journals from 2001 to 2023) 
表 1. 流动老人领域前二十高频关键词(2001 年~2023 年 CSSI 期刊) 

序号 频次 中心性 关键词 序号 频次 中心性 关键词 

1 27 0.65 人口流动 11 5 0.1 城乡差异 

2 16 0.11 流动老人 12 4 0.06 社会适应 

3 15 0.25 社会融入 13 4 0.01 社会融合 

4 13 0.16 随迁老人 14 4 0.02 家庭结构 

5 11 0.16 老龄化 15 4 0.03 健康自评 

6 11 0.19 老年人 16 3 0.01 城市融入 

7 10 0.13 影响因素 17 3 0.02 家庭养老 

8 8 0.05 居留意愿 18 3 0 代际支持 

9 7 0.12 老年人口 19 3 0.01 性别差异 

10 6 0.03 老漂族 20 3 0.01 中介效应 

3.5 关键词聚类 

基于上述关键词共现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流动老人关键词聚类情况。运行 CiteSpace 软件，共生成

十组聚类标签(如图 5)，分别为＃0 流动人口、＃1 老年人、＃2 乡城迁移、＃3 随迁老人、＃4 人口流动、

＃5 社会融入、＃6 健康自评、＃7 家庭供养、＃8 老年人口系数、＃9 社会适应。图谱中 Q 值(模块值)
代表聚类显著性，数值越大，则聚类间显著性越强。S 值(轮廓值)代表网络聚类中的有效程度，其数值越

大，则越合理。Q 值为 0.774，表示该聚类具有一定显著性，而 S 平均值为 0.9228，说明此聚类合理。 
从表 2 可知，十组聚类中轮廓值最高达到 1，指标最低也达到 0.768，说明各关键词聚类中成员性质

较为相似。其中＃9 社会适应聚类指标数最高，聚焦于小组工作、社区工作、个案工作、“老漂族”等

方面。＃6 健康自评轮廓值为 0.976，从流动老人、多层模型、社会支持等方面进行分析。＃3 随迁老人

聚类指标最低，数值为 0.768，该聚类集中于技术赋权、城市居留意愿、社区融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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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 Keyword clustering mapping of mobile elderly (CSSI journals from 2001 to 2023) 
图 5. 流动老人领域关键词聚类图谱(2001 年~2023 年 CSSI 期刊) 

 
Table 2. Keyword clustering distribution of mobile elderly from 20001 to 2023 
表 2. 2001 年~2023 年流动老人关键词聚类分布 

聚类标签 规模 轮廓值 涵盖关键词 

＃0 流动人口 31 0.931 人口结构；社会融合；影响因素；家庭模式 

＃1 老年人 27 0.971 经济流量；多式联运；可达性；心理福利 

＃2 乡城迁移 26 0.912 省际迁移；老年人口；家庭户；人口总量 

＃3 随迁老人 25 0.768 技术赋权；城市居留意愿；女儿；社区融入 

＃4 人口流动 23 0.945 老龄化；城镇化；少儿抚养比；县域 

＃5 社会融入 22 0.896 老漂族；身份认同；心理融入；城市融入 

＃6 健康自评 15 0.976 流动老人；超大城市；多层模型；社会支持 

＃7 家庭供养 11 0.975 城乡差异；市场转型；家庭结构；社会转型 

＃8 老年人口系数 11 0.957 户籍制度；人口移动；中国人口转变 

＃9 社会适应 17 1 小组工作；社区工作；个案工作；“老漂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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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我国流动老人研究现状 

基于 CiteSpace 软件分析得出关键词聚类团，进一步归纳得出学界对于流动老人领域的研究主要着眼

于三个方面，包括： 
1) 流动成因及特征 
老年人口的流动一直是我国在老龄化进程中不可忽视的问题之一。根据上海市统计局调研数据显示，

2020 年上海 60 岁以上老年流动人口已达到 65 万。学界基于我国社会背景通过实证研究分析影响老人流

动的各类因素。在老龄化与城镇化的双重影响下，除去少数务工经商的原因，我国老人跨省市流动的主

要原因在于跟随子女进行随迁养老。(周皓 2002)流动老人的根本原因与我国城乡二元体制有关，并且家

庭因素是老人迁移的主要动因[3]。(刘佩瑶 2015)基于“推–拉”理论，认为老人流动的推力因素包括迁

出地的环境、自身健康、退休以及家庭成员的缺失。而拉力因素包括更高的生活质量、更低的生活成本、

强力的家庭支持等[4]。(胡雅萍、刘越等 2018)基于扎根理论与抽样方法归纳出影响流动老人社会融合的

因素包括个体因素、家庭因素、社会支持因素和政策保障因素四个方面[5]。 
不同性质的流动老人，其特征也具有一定的差异化。(唐丹、闵欣伟等 2022)将流动老人分为“漂老

族”与“老漂族”两大类，前者指在迈入老年前就开始流动，后者指在年老后进行才迁移[6]。(祝银、李

拉等 2010)在选取北京进行调研后，得出北京地区的流动老人普遍拥有高素质，低年龄的特征，并且女性

多于男性[7]。(李升、黄造玉 2018)发现流入京沪的老人多数属于非农业户籍，而广深则更多是农业户籍

的流动老人[8]。另外，(宋健 2005)与西方模式不同，除了享受天伦之乐外，中国老人更多帮助子女照料

家庭、孩子[9]。从各类学者的研究中不难看出，在我国独有的户籍制度、生育政策以及经济发展状态下，

老人流动特征具有极强的国家特色，老人流动享乐型较少，被动迁移占多数。 
2) 生活状态与居留意愿研究 
流动老人作为弱势群体，在远离家乡后，在身体与心理两方面都难以适应陌生环境。(付敏红 2013)

迁移老人生活质量总体不高，尤其在心理层面，老人角色变化带来一系列失落感与孤独感[10]。(丁白仁、

王毅杰 2020)不同性质的流动老人在幸福感层面具有显著差距，城–城流动老人幸福感优于乡–城流动老

人[11]。在身体健康方面，(陈宁，石人炳 2017)社会支持是影响流动老人健康的主要因素，配偶的支持、

家庭收入、良好的社会关系网络均对老人健康自评具有正向影响[12]。在居留意愿倾向上，(李芳、龚维

斌等 2016)有一定的家乡资产、积极参与社区活动等因素是促使老人选择长期居住于流入地的主要原因

[13]。(谢东虹 2019)根据户籍性质，乡–城迁移老人居留意愿不高；养老型流动老人居住意愿最高，保姆

型意愿最低[14]。 
3) 社会适应与融合研究 
流动老人在流入迁移地后的社会适应问题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焦点。在社会、经济、心理等各类维度

进行分析。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层面：第一、流动老人社会适应情况。(何惠婷 2014)由于家乡与城市之

间文化、方言方面的巨大差异，促使老人陷入文化冲突的困境[15]。此外，流动老人普遍存在消极的心理

状态，(张红涛、席娟等 2015)发现，在老人融入当地社会的过程中，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孤独、自卑等主

观上的无能感，严重影响其融入当地的生活状态[16]。在社会参与过程中，(王雅铄，殷航 2016)部分流动

老人存在与本地人“零交流”现象，并且基本不参加集体活动，对于交友态度保持观望状态[17]。第二、

影响流动老人社会融合的因素。从政策制度的角度来看，(李静雅 2015)我国的医疗及养老制度与户籍制

度直接挂钩，导致众多流动老人无法享有当地的政策福利。形成城乡之间的壁垒，阻隔流动老人融入当

地社会[18]。不同地域之间的政策差异进一步成为迁移老人融入社会生活。(杨芳、张佩琪 2015)发现低层

级的养老金制度与医保报销统筹、政策转接的双向缺失一定程度影响流动老人的社会保障质量[19]。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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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际关系表示具有血缘关系成员之间的纵向关系，也是影响流动老人社会融入的关键因素之一，(张苹，

胡琪 2016)老人在家庭的代际支持下，能快速消除初到陌生城市的陌生感，然而由于几代人的成长背景、

价值观念等各方差异，流动老人与子女间时常发生矛盾[20]。流动老人通过人际网络所掌握的社会资源是

老人能否融入当地的重要一环。(李芳，李志宏 2016)老人在迁入地生活的同时，以往的关系网络呈现中

断或半中断状态，并且在短时间内很难建立起新的关系网络。社会资本的阶段性缺失对流动老人产生负

面影响[21]。不仅如此，(王世斌，申群喜等 2015)流动老年人在社区治理中，普遍处于边缘地位，进一步

促使流动老人的负面情绪[22]。 

3.7. 关键词前沿趋势 

运行 CiteSpace 获得流动老人领域时间线(Timeline)图谱(如图 6 所示)，图谱中每个线段代表各聚类在

不同时期的发展议题。现将流动老人相关研究议题大致划分为两个时期，包含两个阶段，第一阶段：2001
年~2015 年，此阶段重点聚焦于流动老人宏观层面，包括流入地的人口总量、结构变化以及流入老人的

社会融入问题。“老年人口”、“人口结构”、“社会融入”、“影响因素”、“家庭结构”等关键词

是学界关注热点。2016 年之后，关于流动老人个人生活质量的研究逐渐增多，身心健康、居留意愿以及

相关的社会保障是这一时期的研究焦点。关键词包括“心理健康”、“公共服务”、“代际扶持”等。 
 

 
Figure 6. Timeline mapping of keywords for mobile elderly (CSSI journals from 2001 to 2023) 
图 6. 流动老人关键词时间线图谱(2001 年~2023 年 CSSI 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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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关键词突现图谱 

一个领域内的突现词可以凸显某一时期的最新研究方向。(如图 7 所示)，通过运行 CiteSpace 软件，

发现 2001 年~2023 年突发主题共 25 个，可以看出，“省级迁移”、“乡城迁移”、“户籍制度”等议

题在千禧年之初颇受欢迎，而在 2010 年左右研究逐渐式微。《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 2016》研究发现，

老人流动的主要原因包括养老、就业、照料晚辈三大原因[23]。总的来说，老年人口大都属于被动式流动。

近些年城市化的迅猛发展使流动老人所处社会环境、身份快速转变，由此引发一系类问题促使学界进行

深度探究，主要集中于两大方面：一、流动老人社会融入的影响因素、如何利用社会支持、如政治、经

济、文化的相互渗透来提高老人社会融合问题。二、流动老人在异地的生活质量，在我国深度老龄化背

景下，着眼于“老年”特征，对该群体的社会保障方面是研究趋势之一。包括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状况、

异地养老、医疗保障以及老人居留意愿等问题。因此，突现词“社会融入”、“城市融入”、“中介效

应”、“人口结构”等是学界未来一段时间内的研究热点。 
 

 
Figure 7. Emergent themes in the field of mobile elderly migration from 2001 to 2023 
(CSSI journals from 2001 to 2023) 
图 7. 2001 年~2023 年流动老人移领域突发主题(2001 年~2023 年 CSSI 期刊) 

4. 研究总结与未来展望 

4.1. 研究结论 

本文对 2001 年~2023 年流动老人领域内的文献进行统计，梳理该领域的发文机构、作者、并进行关

键词共现及聚类分析，发现流动老人的未来研究发展态势。从上述学界已有研究来看，目前为止，学界

对对流动老人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成果，但仍然处在初期阶段，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包括下列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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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深度有待加强 
在流动老人的研究内容中，大都集中于某个方面的问题，例如老人流动的成因、影响因素、社会适

应等，与流动老人有关的国家政策几乎处于空白状态，对流动老人社会融合与适应背后的资源需求问题

未进行深层次分析，其系统、整体性的研究还有需要加强。此外，流动老人作为一类特殊群体，除了参

照流动人口的一般研究，必须结合其“流动”与“老年人”的双重特性展开多样化、多层次的研究。 
2) 研究内容与方法单一 
现有研究选取的研究对象，即流动老人，样本数据不够丰富，且调查地域范围较小，大量研究都以

北京、上海、广州等经济发达地区为主，缺乏全国性的系统调研以及对比分析。在研究方法上，学者普

遍对流动老人进行定性分析，且集中于社会学角度进行分析，理论框架单一，调研结论同质化严重，缺

少定量研究与深度访谈。 
3) 研究对象缺乏精细化分类 
流动老人群体的社会适应问题在未来仍是研究重点之一，随着研究体系不断成熟，对调研对象的分

类应进一步细化分类。流动老人在我国具有一定内部差异性，如不同性别、年龄、户籍、生活背景、等

进行比较分析，归纳不同流动老人的行为模式差异，提出更有针对性的建议。 

4.2. 未来展望 

流动老人在近几年越来越受到学界关注，随着我国不断政策调整，与流动老人相关的问题也越发复

杂，基于学界目前对流动老人领域研究的成果，今后对该领域的相关研究可着眼于下列几方面： 
第一、丰富流动老人调研数据。在流动人口的实证调研中，应充分运用大数据手段丰富流动老人的

各项数据，并将不同区域，如我国中部、西部、中部地区、城–乡、城–城之间以及超大城市与小型城

市流动老人的特征进行差异化分析，并依托实际调研数据提出更有群体性的针对性建议。 
第二、结合流动老人双重特性开展分析。“高龄”、“流动”是流动老人的独有特征，学界对于其

内涵具有不同视角的划分，可参考流动人口的测量指标，根据流动老人的实际情况明晰相关概念。此外，

除了从静态视角划分标准，还可结合动态指标进行探究，如流动老人的生命历程，基于其年龄与流动经

历进行综合分类。 
第三、强调系统理论指导多学科融合。关于流动老人的生存现状及问题已有诸多研究成果，在流动

老人特征、流动影响因素、社会融合等问题的基础上，进一步挖掘其问题背后的制度因素，尤其需要长

期关注与流动老人配套的公共服务领域的资源供给问题，如医疗养老的保障方式、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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