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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社区是老年人长期居住的重要场所，也是老年人参与社会活动的重要平台。当前，我国正步入人口快速

迁移的时期，并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家庭化迁移，老人成为务工人员中的一员，学界称之为“随迁老人”。

随迁老人的流动虽然为自身和子女带来了大的流动福利，但是初来异地仍然面临着生活习惯、文化习俗

等方面的问题。社区作为外来务工人员最频繁的场所，促进他们的社会融合，不但关系到家庭和谐与社

会稳定，还能让他们分享外来人口发展的成果，也是应对老龄化与外来人口问题的关键。本文以社区治
理为视角，对随迁老人社区融入的途径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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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munity is an important place for the elderly to live for a long time, and also an import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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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tform for the elderly to participate in social activities. At present, our country is stepping into a 
period of rapid population migration, and there are more and more family-oriented migration, the 
elderly become migrant workers, the academic community called the “Relocated Old People.” Al-
though the mobility of the relocated elderly has brought great benefits to themselves and their 
children, they still face problems in living habits and cultural customs. As the most frequent place 
for migrant workers, the community promotes their social integration, which is not only related to 
family harmony and social stability, but also allows them to share the fruit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igrant population, it is also the key to deal with the problem of aging and migrant popul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ways of community in-
tegration of the relocated eld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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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口老龄化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也是进入 21 世纪的一个新的基本国情。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往

往会把老年人与压力和负担联系在一起，从长远来看，老年人是一个妨碍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消极因素。

而《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在 2020
年五中全会上提出，我国老年人口基数大、增长速度快，蕴含着巨大的劳动力与消费潜能，对经济的

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2022 年印发的《“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中，

提出了“以家庭为单位、社区、社会”为主体，引导社会各阶层按照自己的实际情况，积极参与到家

庭、社区和社会中去。社区是老年人长期生活的重要场所，也是老年人参与社会活动的重要场所。 
近年来，城市社区留守老人人数逐年增多，他们主要是为了方便家人团聚、养老或照料家人，随子

女及家人迁居到异地居住。在这种背景下，随迁老人逐步融入到新的居住地，参与到社区治理中来，越

来越多地成为了他们的社会需求。 

2. 文献综述 

国外的随行老人，其特点与我国有很大的差别，这是因为国内外的国情和乡土观念的差异。当前，

国外对务工人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务工人员的动机、可能遇到的问题以及务工人员对社会的影响等方面。

目前，我国对其流动原因、流动方向、社会融入和适应现状等方面的研究，具有更多的内容。在这一背

景下，本论文试图从社区治理的困境——随迁老人所处的制度环境出发，对其进行归纳总结。 
国内文献综述： 

2.1. 环境制度层面研究 

现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家户籍制度、福利政策、权益保障法律制度等国家宏观政策层面，突出城

乡二元结构、福利政策和户籍划分对其的影响。张惠提出医疗保障政策的隔阂和异地养老保障政策的不

足是限制随迁老人融入的重要因素[1]。“因病”和“异地养老”给随迁老人带来的沉重经济负担，已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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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随迁老人”的最大无奈。与宏观政策不同，近年来，伴随着公共服务的兴起，对随迁老人制度的研

究逐步延伸至中观层面的公共服务体系和公共政策的衔接。邓婉姗和王灯兵等学者将随迁老人所面对的

体制问题，从社区公共服务的角度进行了扩展，并提出以“社区支撑网络”为基础，针对随迁老人的公

共服务不健全、活动零散等特征，都是随迁老人在社区融入过程中处于被动状态的重要成因[2]。基于社

区公共服务的逐渐完善，卢超其提出，老年人也有着自我实现的需要，然而公共财政关于老年文化建设、

老年人创造性活动方面的研究与投入少之又少[3]。 

2.2. 随迁老人融入现状研究 

针对随迁老人迁入后的社区融合现状，现有研究多从居住方式、语言、环境和社会交往五个角度对

其进行分析。但是，从现有的研究来看，只有很少一部分随迁老人能快速有效地适应迁入地居住。关于

随迁老人生活方式的适应，王颖和黄迪除了从最基础的新生活环境中的吃、穿、穿等方面进行探讨，也

从居住空间、休闲娱乐等角度探讨其对新环境的适应性。新环境下新的生活方式与习俗的代际差别对留

守老人的家庭关系与日常生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同时，离开故乡后原有娱乐方式发生改变，也使得大

部分老人们难以适应新场域的生活[4]。相比生活方式适应来说，环境和语言方面的适应更为困难，耗费

时间也更为漫长。穆光宗认为，进入与原本熟人社会迥异的“陌生人社会”场域，方言和环境差异成为

了一张无形的“网”，将老人与迁居地隔绝开[5]。除此之外，大部分随迁老人在新环境中的社会交往情

况也不容乐观。林杉杉走访调查了沈阳市社区随迁老人迁居后的社会交往情况，发现有近 68%的随迁老

人在社区没有熟知的朋友。漂在异乡强烈的“他乡心理”使许多老年人羞于主动迈出交流的第一步，处

于社交孤岛状态[6]。与此同时，留守老人的日常生活中，照顾孩子等问题占去了他们的日常生活，也让

他们无暇顾及社会。 
随迁老人在迁入所居地之后，其适应和融合的过程，同时也是他们在新环境下的“再社会化”过程。

生活方式的改变，生活环境的不适，社会交往的缺乏，以及随迁老人本身的原因，这些因素都导致了随

迁老人的整体社会融入程度较低。 

3. 随迁老人的定义 

随迁老人，是指随从进城务工子女一起在迁入地生活半年(含半年)以上，拥有农村户口并且之前长期

居住在农村的常住老年人口。这一概念包含以下几个基本要素：第一老人年龄满 55 周岁(含 55 岁)以上；

第二老人随迁的子女为进城务工人员；第三老人在某地连续居住半年(含半年)以上。 

4. 随迁老人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主要困境 

4.1. 老年人“半封闭”的生活状况，对自己的心理和精神需要满意度不高 

参与城市社区管理是一种交互作用的进程，这就要求随迁老人尽量多地参与到社区中来，扩大他们

的交际圈，丰富他们的休闲活动[7]。但是，由于他们处于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环境中，同时，现代城市

的居住设计和他们自己的价值观、生活习惯、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差异，也会影响他们与周围的居民的交

往[8]。另一方面，老年人在新环境中的适应性要比年轻人弱，所以容易出现失落、孤僻等心理问题，他

们的孩子因为工作太忙，没有太多的时间去关注他们的心理感受，满足他们的精神需要。另外，随迁老

人们大部分都在忙碌着家务，或者因为身体的原因，他们很少参与到社会中来，就算偶尔和别人进行过

交流，也都是陌生的、肤浅的，没有一个是真正的朋友。农民工返乡难离，思乡情结严重影响了其在流

入地的幸福感与满意度[9]。再者，受个人经历或文化水平等方面的影响，一些愿意主动参与的随迁老人

对社区治理服务一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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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家庭资源和生活条件有限，家庭关系紧张 

家庭资源是指在家庭生活中，用来满足家庭生活需要、应付家庭突发情况所需要的，是一个家庭所

必须的物质和心理支持。当一个家庭所能利用的资源种类与数量愈多，其成员的行为也愈积极。随迁老

人总体上能够得到充足的财政支持，并没有居住环境的约束，但是在情感支持、社会资源等家庭外部资

源上的需要得不到满足，这对他们的身心健康发展是不利的。有老伴在身旁，老人们也能有一种心理归

属与踏实感，夫妇俩能互相扶持，共同应对在异乡的生活。对农村老年人口而言，随着迁徙距离的增加，

生活环境的不适应、人际交流障碍等问题日益凸显，在一个不熟悉的地方，老年人的乡愁会更加强烈，

形成对迁入地城市的排斥感，不利于他们的社交参与，从而影响他们的社会融入[10]。但是，随迁老人和

配偶分居，他们在城市中面临着陌生的生活环境，感到极度的不安全，而与夫妻同住的老人相比，他们

的挫折感要小得多。此外，孩子们一年到头都在忙于工作和工作，而且由于工作的节奏越来越快，竞争

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他们需要在工作上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而且由于两代人的成长背景和经验不同，

很难进行有效的沟通和交流，这样的家庭关系会增加他们的心理负担，降低他们在城市的适应性。 

4.3. 缺乏相应的社会保障体系，缺乏社会支持网络 

由于我国长期实行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得城乡老年人在生活习惯、人际交往等方面与乡村老年人有

着较大的差异。这一严苛的户籍管理体制，使得农民工在养老保险、医疗保障、老年优待服务、养老护

理等政策上不能享受到城镇户口老年人同等的待遇，成为制约他们参与城镇社区治理的重要因素。社会

支持网络是个人通过相互联系而形成的一张网络，处于其中的个人能够很好地保持自己的身份，获得物

质上的帮助、情感上的支持、生活上的服务等等，并且这个支撑网络还能够为个人提供支持。随迁老人

是以孩子为核心的社会生活，随着家庭结构环境的改变和老人自身身份的衰落，其社会支持网络逐步出

现了量减质减的平行发展态势，如缺少社会交往等，已远不能满足其基本的社会需要，因此，当面临权

利困境时，他们很难及时脱身。 

5. 加快推进随迁老人社区参与社区治理的建议 

5.1. 以需求为导向，实现政策的精确供给 

在制订随迁老人的有关政策时，政府是提供一方，在制订和实施有关政策时，要以随迁老人的需要

为首要考虑，制订出切实提高其生活条件的政策。随迁老人是政策的受益者，他们最期盼的就是能让他

们享受到实实在在的福利，解决他们在外地居住的窘境。所以，准随迁老人的需要，才能达到精准的政

策供给。比如异地养老、托育服务，这不仅有助于儿童的健康发育，还能缓解随迁老人照料孙子的压力，

为他们的异地养老提供保障。 
要推进社区治理，必须有明确、细致、可操作的制度安排，这才能保证老年人参与的顺利进行。为

此，我们应构建并健全一套行之有效的老年参与机制，并在此基础上制订出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法规。

研究制定了社区居委会直选办法，并对其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完善的建议。一是积

极发展社区内的民间老年团体，拓展其在社区中的参与。特别是对于新兴的社区，政府要引导老年人主

动组建各种养老机构，进行各种形式的创新，让有一技之长的老人加入到社区中，丰富他们的精神生活，

丰富他们的文化生活。二是要建立健全相关的法律、法规，加强老年民间社团的自治，保证其参与的动

力和体制保证。三是要拓宽社会公益事业的筹资渠道，保证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 

5.2. 摆脱两难境地，家庭助其完成角色转换 

随迁老人是我国社会发展进程中各种因素综合影响下出现的一种特有的现象，他们在外地居住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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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处在一种两难的境地，再加上自身年龄、文化程度等原因，他们总是面对着一个由孩子组成的小家

庭来说的“多余人”，一个在家庭中被看重的“边缘人”，一个在社区里被视为“陌生人”，一个在

新城市里的“异乡人”。首先，做儿女的要将父母视为家人，做任何事情都要跟他们讨论，让他们觉

得自己活着是有意义的。考虑到家长的年纪越来越大，孩子们也应该多花点时间和精力，而不是只关

注自己的孩子。其次，社区是务工人口参与社会生活的主要场所，因此，社区工作人员要加强自身的

动员能力，把农民工融入到社区服务中去。目前，一些社区在这一点上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但因

为资源的不同，他们在很多地方都是“被无视”的。最后，随迁老人本身也应该对异地生活抱有一种

积极的心态，随迁老人不应该整天呆在家里，呆在家里不但会让他们胡思乱想，还会让他们和迁入地

的生活分开和脱离。所以，随迁老人应该积极地到周边的公共场合参加各种活动，也可以多到社区内

的老年人活动中心去，与那些有着相同兴趣的老人们进行交流和沟通，重新构建自己的交际圈。尤其

要积极地找到和自己有相似经历和交流的邻里，扩大原来的人际关系，互相帮助，加速融入迁入地的

城市。 

5.3. 评估随行老人能力，鼓励参与社区事务 

在参与政治事务方面，社会工作者在社区居委会的配合下了解随迁老人的信息，与随迁老人进行面

谈，通过信息整理和分析，评估随迁老人参与社区政治事务的意愿和能力，鼓励支持有意愿有能力的老

人参与社区政治事务，对有意愿但能力不足的老人提供相关能力培训和会议旁听机会，对有能力但缺乏

参与意愿的老人进行鼓励并帮助他们排除思想或实际条件障碍。以社区教育等方式引导随迁老人接受服

务或自主到社区参加活动的过程中，让随迁老人感受有效互动带来的成就感和满足感，促使随迁老人获

得积极地解决社区中有关自身问题的经验。这一经验能够让随迁老人看到自己与他人互动过程中进行社

区参与的成效，减少以往负面参与经验带来的影响，促成随迁老人社区参与意愿的改变，改善随迁老人

对社区建设和社区发展的理解，让随迁老人认识到主动参与到社区治理中才能尽快解决身边的问题、满

足自身诉求。每个随迁老人的能力各有不同，但是个人的能力在社会互动过程中可以不断增强。随迁老

人与社会工作者以及社会环境之间进行有效的互动，能够提升随迁老人的自我效能和对环境的掌控力。

而在社会工作专业服务过程中，借助社区现有的自组织，以社区教育的形式帮助随迁老人培养其他技巧，

拓宽随迁老人增强自身能力的渠道，可以达到为随迁老人增能的目的。同时让社区中的其他人了解随迁

老人，看到随迁老人存在的潜能。 

6. 总结 

通过对随迁老人参与城市社区治理问题的研究，可以摸索出促进随迁老人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有效

对策，提高其晚年生活质量[11]。因此，全体社会成员应给予这一边缘群体更多的关心和鼓励，子女应该

理解和呵护他们，社区应该给予他们支持和帮助，政府要关注和鼓励他们。同时，随迁老人也应该发挥

主观能动性，多与子女沟通交流，让其帮忙解决问题，培养兴趣爱好，充实自己的余暇时间。最终实现

自身的社会价值，重获归属感与自信心，从而有效促进家庭和睦与社会和谐。当今社会是人口加速流动

的时代，在迁徙大军中，随迁老人是一个容易被忽视、但又极需关爱的群体。他们面对的不仅仅是饮食、

文化等生活上的不适，更多的是精神上、心理上的不适。通过对本案例的分析可知，通过空间营造、资

源整合、关系再造可以最大程度上促进随迁老人的情感生成，从而推动其融入社区。但是不可忽略的是，

除此之外，他们依然面临着社会福利难以保障、异地养老难等难题。因此，如何让随迁老人在异地生活

得更幸福，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发力，这对于提高随迁老人的生活质量、增进其家庭幸福以及解决流动人

口与人口老龄化问题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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