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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城镇化以及人口老龄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老年流动人口的规模持续扩大，关于老年流动人口的

研究逐渐成为学界研究的重点。本文借助CiteSpace可视化软件，以CNKI作为数据库来源，对2011~2023
年发表的核心学术期刊进行筛选、整理，将得到的210篇核心文献进行发文量、作者、研究机构以及关

键词的可视化分析，并绘制相应的知识图谱，以理清该领域的研究脉络与研究热点，分析未来研究的发

展方向。研究发现，老年人口流动现象不断引起学者关注，发文量也逐渐增加，但作者、研究机构相互

之间的合作不够紧密。研究热点主要集中于老年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居留意愿以及健康与公共卫生服

务方面，而学者们未来可重点关注老年流动人口的“老年”特征、社会融合与老龄社会治理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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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urbanization and population aging process in China, the scale of the el-
derly floating population continues to expand, and the research on the elderly floating pop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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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s gradually become the focus of academic research. With the help of CiteSpace visualization 
software and CNKI as the database source, this paper selects and collates the core academic jour-
nals published from 2011 to 2023, visually analyzes the number of publications, authors, research 
institutions and keywords of the obtained 210 core literatures, and draws corresponding know-
ledge maps. To clarify the research context and research hotspot in this field, and analyze the de-
velopment direction of future research.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phenomenon of elderly popula-
tion mobility has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scholars, and the number of published papers has 
gradually increased, but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authors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is not close 
enough. Research hotspots mainly focus on the social integration, residence intention and health 
and public health services of the elderly migrant population, while scholars can focus on the “old 
ag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lderly migrant population, social integration and social governance of 
the elderly in the future. 

 
Keywords 
Elderly Floating Population, Knowledge Map, Visualization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我国人口流动的趋势愈发明显，流动人口的规模也不断扩大。全国第

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 年我国流动人口数量达到 3.76 亿，与 2010 年相比，仅仅 10 年就增长了

69.73%；与此同时，我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达到 2.64 亿人，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1]。人口流动与人

口老龄化的双重作用，导致老年流动人口不断涌现。老年流动人口同时具备“老年”和“流动”的双重

属性[2]，这些属性也使得“老年流动人口”逐渐成为相关政策以及学术研究的关注对象。虽然我国关于

老年流动人口的研究起步并不算太晚，但是由于老年流动人口的特殊性，学者们对老年流动人口的关注

程度与其不断增长的规模并不相称，在 2011 年由于“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的可及，才使得众多

学者开始展开这一领域的研究[3]。因此，为全面了解 2011~2023 年学者们对老年流动人口领域的研究动

态，本文将利用 CiteSpace 软件对该领域的核心文献进行知识图谱的可视化分析，以理清该研究领域的发

展脉络，分析该领域研究热点及其发展趋势，以期为后续相关研究奠定一定的基础。 

2. 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 CNKI 中文数据库作为数据来源，为确保数据的可靠性及质量，主要以中文数据库中的核

心学术期刊为检索对象。具体检索程序为：通过高级检索功能，对检索的各条件分别进行设置，从而进

行文献筛选。检索主题为：“老年流动人口”、“流动老人”、“随迁老人”、“候鸟老人”、“移居

老人”、“老漂族”、“漂老族”等；时间范围为：2011~2023 年；学术期刊来源为：北大核心、CSSCI、
CSCD；检索时间为：2023 年 6 月 18 日。通过检索，共得到 280 篇高质量文献。为排除无关文献的干扰，

人工剔除会议、新闻报道、重复性文献以及明显与主题无关的文献后，最后筛选出了 210 篇有效文献进

行研究。将所选文献题录在中国知网(CNKI)中采用 Refworks 格式导出，并导入到 CiteSpace 软件中进行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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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研究方法 

科学知识图谱能够显示科学知识的发展进程与结构关系，兼具“图”与“谱”的双重属性，既是可

视化的图形，又是序列化的谱系[4]。本研究利用 CiteSpace6.2.R2 软件对所选样本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

绘制作者和机构共现图、关键词共现图、聚类图、时间线图以及突变图等图谱，以深入全面地分析老年

流动人口领域的研究现状、热点以及发展趋势等，从而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科学合理的参考。知识图谱

的效果是以聚类模块指数(Q 值)和聚类轮廓指数(S 值)这两个指标作为依据的。Q 的取值范围为[0, 1]，若

Q 值 > 0.3，则认为划分的网络模块结构是合理的；S 值能够评价网络同质性，S 值与 1 越接近，网络的

同质性越高，若 S 值 > 0.5，则认为聚类结果是合理的[5]。 

3. 结果与分析 

3.1. 年度发文量情况 

将检索、筛选出的老年流动人口领域 210 篇有效文献按照发文年度进行整理，得到该领域发文数量

在 2011~2023 年间的发展轨迹(见图 1)。由图 1 可知，从 2011 年到 2023 年，我国老年流动人口领域的发

文量在总体上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根据年度发文量趋势图，可将该领域发文数量的变化过程划分为

三个阶段。 
 

 
Figure 1. Annual number of papers published in the study of the elderly floating population 
图 1. 老年流动人口研究年度发文量 

 

第一阶段为 2011~2014 年，在这一阶段年度发文数量总体较少，特别是在 2013 年仅有 1 篇相关文献

的产出，其主要原因可能在于当时国家层面的政策调整。由于当时城市人口暴增引发了一系列的“城市

病”，我国于 2013 年提出“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当时的人口迁移现象。

基于此背景，学者们对流动人口尤其是其中的老年流动人口这一特殊子群体的研究热情有了一定的退减，

从而使得文献产出数量不高。 
第二阶段为 2014~2016 年，这一期间的发文数量呈现出持续增长的趋势，并且 2016 年的发文数量为

15 篇，是 2014 年发文数量的 7.5 倍。2016 年的发文数量达到了近十几年来的第一个高峰，究其原因在

于《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 2016》的发布，该报告显示，流动老人的规模正不断增长[6]。在此背景下，

学者们开始重点关注老年流动人口这一群体，注重开展对这一群体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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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阶段为 2016~2023 年，这一阶段的发文数量呈现出波动增长的态势，并且在 2019 年发文数量为

28 篇，达到了又一个新的高峰。在 2019 年，我国经历了新冠疫情的冲击，这对我国的人口流动问题也

产生了一定影响，从而也引起了众多学者的思考。2020 年以后的发文数量呈现出逐年增长的态势，受检

索时间的影响，2023 年的发文数量有所下降，但按其发展态势来看，2023 年较上一年应该有所增长。 

3.2. 作者分布情况 

借助 CiteSpace 软件，对 210 份纳入分析的样本文献进行作者知识图谱的可视化分析，得到作者共现

知识图谱(见图 2)。由图 2 可知，时宏、赵晗方、李相荣、李贝、任正以及张秀敏学者的发文量最多，都

是 4 篇。而孔凡磊、查双、范馨文、景晓芬等学者则紧随其后。同时，可以看出在该研究领域中形成了

一定的作者合作网络，但总体而言作者间的联系并不紧密。其中，时宏、赵晗方、李相荣、任正及李秀

敏等学者之间的合作网络较为紧密，其余学者间的合作网络多为两人，且绝大多数学者倾向于采取独立

研究的形式。由此可见，该研究领域学者们的研究较为松散，学者们之间的学术交流与合作较为欠缺。 
 

 
Figure 2. Co-occurrence map of the authors of the study on the elderly floating population 
图 2. 老年流动人口研究作者共现图 

3.3. 研究机构分布情况 

在 CiteSpace 软件中可通过将“节点类型”设置为“机构”，时间切片设置为 1，进行研究机构的可

视化分析，由此得到老年流动人口领域研究机构的共现知识图谱(见图 3)。从图中不难看出，近十几年来

老年流动人口研究领域已经形成一些具有代表性以及权威性的核心研究机构。具体来看，其中最具影响

力的研究机构是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其发文量位居第一，为 7 篇；其次便是发文量并列第二

的两个研究机构，分别是南方医科大学卫生管理学院与吉林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两者的发文量都为 5 篇；

发文量紧随其后的一些研究机构分别为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国家卫生健康委卫生发展研究中

心、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深圳市卫生健康发展研究和数据管理中心、华东师范大学公共

管理学院、吉林省省直干部保健室，它们的发文数量都为 3 篇；其余机构的发文量为 2 篇及以下。由此

可见，老年流动人口领域的研究机构主要以高校以及科研院所为主。同时，通过对研究机构共现图谱的

分析可知，各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网络并不强劲，较为松散，且大多数研究机构都为独立研究。其中合

作网络最强劲的为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联合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中国社会科学

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等形成的关系网络。并且研究机构的合作大都限定在同一个地域范围内，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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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合作较少。此外，还可看出该领域权威发文机构大都位于北京、南京、深圳等一线城市。究其原因在

于这些地区经济水平相对发达且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人口流动现象相较于其它地区更明显，因此也极易

引起学者关注，从而有较多科研成果的产出。 
 

 
Figure 3. Co-occurrence map of research institutions for elderly floating population 
图 3. 老年流动人口研究机构共现图 

3.4. 关键词分布情况 

3.4.1. 关键词共现 
关键词是对一篇文章的主题进行精炼后的结果，是一篇文章的核心，对文章主题具有很强的表征性。

关键词共现图谱能够体现出该领域中众多学者对各研究主题的关注程度以及各关键词之间联系的紧密程

度。将所选样本文献导入到软件中，“节点类型”选择“关键词”，时间切片设置为 1，绘制关键词共

现知识图谱(见图 4)。得到的关键词共现图谱中，包含 214 个节点，414 条连线，网络密度为 0.0182。 
 

 
Figure 4. The co-occurrence map of keywords in the study of elderly floating population 
图 4. 老年流动人口研究关键词共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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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性能够反映某一节点相对于其他节点的影响力，中心性愈高影响力愈大。本文在关键词共现图谱

的基础上，统计了各关键词的出现频次及其中心性，并列出了排名前 20 位的关键词(见表 1)。结合图表可

知，排名前 5 的关键词出现的频次都在 20 次及以上；而它们之中，中心性最高的是“随迁老人”为 0.37，
其次是“流动人口”为 0.35，“流动老人”和“影响因素”的中心性均为 0.33，“社会融入”的中心性为

0.32。并且通过分析可知，这些关键词出现的频次与其中心性是正相关的关系，这表明该类关键词不仅受

到了学者的广泛关注而且其影响力也很大。还有一类关键词其词频较高但中心性较低，这说明其虽然受到

了一定的关注但影响力不足，如社会支持等。此外，通过表格中呈现的数据可知，社会融入、社会适应、

社会融合等关键词出现的频次及中心性都不低，说明学者们一直较为关注老年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问题。 
 
Table 1. Top 20 high-frequency keywords in the study of elderly floating population 
表 1. 老年流动人口研究前 20 高频关键词 

序号 频次 中心性 关键词 序号 频次 中心性 关键词 

1 29 0.33 流动老人 11 8 0.02 社会支持 

2 27 0.37 随迁老人 12 7 0.08 居留意愿 

3 26 0.33 影响因素 13 7 0.03 健康 

4 25 0.35 流动人口 14 7 0.05 自评健康 

5 20 0.32 社会融入 15 6 0.03 城市融入 

6 12 0.09 老年人 16 6 0.02 健康状况 

7 8 0.08 老龄化 17 4 0.04 人口流动 

8 8 0.10 社会适应 18 4 0.01 异地养老 

9 8 0.09 社会融合 19 4 0.02 健康自评 

10 8 0.09 老漂族 20 4 0.02 孤独感 

3.4.2. 关键词聚类 
为深入了解老年流动人口领域不同时期研究现状的结构特点，本文在关键词共现分析的基础上，进

一步对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得到关键词聚类图(见图 5)。根据聚类图显示的数据，Q = 0.6365 (>0.3)，S 
= 0.8815 (>0.5)，表明聚类网络模块结构是显著的，聚类结果是合理的。通过对老年流动人口领域关键词

进行聚类，共生成 7 组聚类。 
 

 
Figure 5. Elderly floating population research keywords cluster map 
图 5. 老年流动人口研究关键词聚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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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各聚类中心性最高的 5 个关键词列表，得到关键词聚类分布表(见表 2)。由表 2 可知，各聚类轮廓

值都较高，最高的为 0.997，最低的为流动老人 0.849，说明各聚类中涵盖的关键词性质较为相似。#6 老年

体育这一聚类的轮廓值最高，其主要涵盖体育管理、候鸟老人等主题；#5“候鸟式养老”的轮廓值为 0.991，
其聚焦于旅游、旅游业等主题；#2 流动老人的轮廓值最低，为 0.849，其集中于健康自评、流动等主题。 
 
Table 2. Research on elderly floating population keywords cluster distribution 
表 2. 老年流动人口研究关键词聚类分布 

聚类标签 轮廓值 涵盖关键词 

#0 社会融入 0.940 社会融入；随迁老人；社区；社区融入；城镇化 

#1 流动人口 0.939 自评健康；自评；流动人口；卫生服务；影响因素 

#2 流动老人 0.849 流动老人；健康自评；自评；流动；超大城市 

#3 社会适应 0.919 社会适应；老漂族；心理弹性；社会支持；“老漂族” 

#4 居留意愿 0.926 居留意愿；社会质量；子女；健康服务；社会经济保障 

#5“候鸟式养老” 0.991 “候鸟式”养老；旅游业；融合发展；旅游；海南省 

#6 老年体育 0.997 老年体育；体育管理；候鸟老人；三亚市；候鸟 

3.4.3. 关键词时间线分布 
基于关键词聚类，通过 Timeline View 功能获取关键词时间线图谱(见图 6)。通过分析关键词时间线

图谱发现，关于老年流动人口社会融入与社会适应方面的研究在 2011~2023 年这一期间是持续存在的且

研究内容不断细化，但学者们对其的关注程度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变化。而该领域对居留意愿、“候

鸟式”养老、老年体育等主题的研究则呈现出间断性的特点。综合考虑时间线图谱和关键词聚类分布，

可将老年流动人口的研究划分为两个阶段。在 2011~2016 年这一阶段，该领域聚焦于老年流动人口社会

融入方面的研究，“社会融入”、“社会适应”、“社会融合”等主题都属于这一研究方向。而在 2016
年以后的这一阶段，关于老年流动人口的健康自评、居留意愿、卫生服务、异地养老、隔代照料等方面

的研究越来越多，学者们越来越重视老年流动人口社会保障及健康状况方面的研究。 
 

 
Figure 6. Elderly floating population research keyword clustering time plot 
图 6. 老年流动人口研究关键词聚类时间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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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 关键词突现 
在关键词聚类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通过 Burstness 功能进行关键词的突现分析，从而得到突现性最

强的 15 个关键词(见图 7)。2011~2017 年出现的突变词包括：“社会适应”、“移居”、“随迁老人”，

其中突变率强度最高的为“社会适应”，由此推断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老年流动人口的社

会适应问题受到了极大的关注。2017~2021 年出现的突变词有：“社会融入”、“流动人口”、“健康

管理”、“老漂族”、“健康自评”、“影响因素”、“心理弹性”、“心理健康”、“人口流动”，

可见在这一期间，学者们对老年流动人口的身心健康方面给予了较多关注。2021~2023 年出现的突变词

包含：“社会支持”、“社会融合”、“老年人”，其中突变率最高的为“社会支持”，突变年份为 2021~2023
年。2021 年公布的七普数据显示，我国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的同时流动人口的规模也进一步扩大，这

也促使学界重视对老年流动人口社会支持和融合等问题的研究。 
 

 
Figure 7. The emergence map of key words in the study of elderly floating population 
图 7. 老年流动人口研究关键词突现图 

4. 讨论 

4.1. 发文量、作者与研究机构分析 

在我国人口老龄化以及“流动中国”的背景下，老年群体流动现象不断发生，学者们对老年流动人

口这一群体的研究也逐渐增多。在 2011~2023 年，我国老年流动人口研究发展迅速，并且 2016 年的发文

量达到了第一个峰值，而 2016 年之后的发文量也呈现出波动增长的态势。但是由于老年流动人口身上具

备小众及复杂性的特点，导致关于其的研究多被淹没在“流动人口”或“老年人口”的研究中。并且与

其他流动群体相比，如流动儿童，老年流动人口的发文量较少[7]。而在作者与研究机构方面，则呈现出

分散、联系不紧密的特点，且相关合作多被限定在同一个机构或同一个地域范围内。因此，应进一步加

强作者以及研究机构之间的学术交流与合作，以形成跨学科、跨机构、跨地区的合作网络，从而推动老

年流动人口研究不断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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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研究热点及变化趋势分析 

通过对关键词进行的知识图谱分析，确定了老年流动人口研究的主要关注点及其变化趋势。我国老

年流动人口研究的关注点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老年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社会融入与社会融

合、社会适应等概念虽然各有侧重点，但这些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具有重合效应，因此本文将关于这几方

面的研究归为一类，不进行严格区分。研究发现，我国老年流动人口社会适应水平总体上偏低，表现出

“高心理适应、中行为适应、低文化适应”的特征，其适应理念与客观现实之间存在巨大差距[8]。为此，

学者们对影响老年流动人口社会适应与融合的因素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究。研究表明，对老年流动人口的

社会融合产生影响的因素主要来自四个方面：个体、家庭、社会、政策[9]。二是老年流动人口的居留意

愿。现有研究表明，我国老年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较强，且这一意愿甚至超过劳动年龄人口[10]。老年流

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且不同流动目的的老人的居留意愿存在明显差异。隔代照料型

老人出于责任伦理可能会有更强的居留意愿[11]；而就务工型老人而言，其主要考虑在流入地的工作机会

以及由此带来的福利，因此这一类型老人的居留意愿并不高[12]。三是老年流动人口的健康及公共卫生服

务。迁移流动对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具有重要影响。有研究对老年流动人口的多维健康状况，即综合健康(自
评健康)、生理健康、社会健康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探究，发现该群体的多维健康状况呈现出“高自评–

中生理–低社会”的特点[13]。并且现有研究发现，受主客观因素的双重影响，老年流动人口的公共卫生

服务水平较低。因此应不断提高老年流动人口的健康管理意识，引导其合理就医，同时要强化对该群体

的健康支持，提高公共卫生服务的利用水平[14]。 
由上述关键词突现知识图谱的分析可知，近十几年来学术界对不同研究主题的关注程度随着时间的

推移而有所变化。在初始阶段，学者们主要关心老年流动人口的社会适应问题，并且大多数研究都致力

于探究影响其社会适应的因素；随着对老年流动人口这一群体的研究的不断深入，老年流动人口的健康

状况引起了学者们的大量关注；而后关于老年流动人口社会支持等方面的研究不断兴起，同时关于老年

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研究也再次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 

4.3. 未来展望 

在当前我国城镇化以及人口老龄化发展呈现出不可逆转的趋势背景下，老年流动人口规模的增长也

将是不可逆转的。同时，随着延迟退休与全面三孩等相关政策的落地，老年流动人口的流动目的与需求

也会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综合前文分析结果与现实情况，本文认为未来对老年流动人口的研究可聚焦

于以下几方面。 
一是老年流动人口的“老年”特征。现有关于老年流动人口的研究大都囿于流动人口的研究之中，

而这类研究大多集中于对老年流动人口的“流动”特征的研究。但是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老年流动

人口的“老年”特征将更为突出，并且与之相关的老年流动人口的健康状况、公共卫生服务、养老需求

方面的研究也将成为学界的研究重点之一。 
二是老年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通过前文分析可知，老年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与适应问题持续受到

学者们的关注。不同类型的老年人出于不同的目的而进行流动，如务工型老人出于寻求工作机会的目的

而选择外出打工，养老型老人出于养老目的而选择异地养老等，这些老人的社会适应与融合问题涉及到

多方影响因素且具有内在分化的特点。因此，未来的研究应从不同角度对老年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问题

进行探讨，以进一步丰富研究层次。 
三是老龄社会治理。老年流动人口作为地域流动和人口老龄化共同作用的产物，其身上不可避免地

具备复杂性的特点。而也正因这一复杂性的特征，老龄社会治理不得不将老年流动群体作为重点关注对

象。不同类型的流动老人具有不同的需求，因此要同时从治理的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的视角展开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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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为不同类型的老人提供多层次、多元化的社会保障与支持服务等，不断满足其多样化需求。此外，

还需注重流动老人的主动性，从治理参与主体的视角探究老龄社会治理问题，以形成良好的老龄社会治

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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