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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的老年贫困研究领域目前已从绝对贫困向多维贫困视角转移，为了了解老年贫困的研究现状、发文

数量、前沿热点，以方便找到合适的研究切入点。利用CiteSpace软件对中国知网内2010~2022年间“老

年贫困”相关178篇参考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结果显示：我国关于老年贫困的研究具有明显的政策导

向；在2019年发文数量达到了最高值，并在2020年出现发文量急剧减少的现象；作者和研究机构分布

分散，未形成核心圈层；精准扶贫、相对贫困是目前的前沿议题。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后续研究可从

提高贫困主体的脱贫意愿，将社会网络更好嵌入脱贫领域方面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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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the field of elderly poverty research in China is shift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bso-
lute poverty to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research status, number of 
publications, and frontier hotspots of elderly poverty, so as to facilitate the finding of suitable re-
search entry points. CiteSpace software was used to visually analyze 178 references related to el-
derly poverty in CNKI in 2010~2022. The results show that China’s research on elderly poverty 
has obvious policy orientation; the number of articles published in 2019 reached the highest value, 
and in 2020, there was a sharp decrease in the number of articles; the authors and research ins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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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tions were scattered and did not form a core circle;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elative 
poverty are current frontier issues. On the basis of existing research, follow-up research can be 
carried out from the aspects of increasing the willingness of poor subjects to get rid of poverty and 
better embedding social networks in the field of poverty allev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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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我国脱贫攻坚任务的基本完成，绝对贫困已经不再是困扰中国人民幸福的问题，然而绝对贫困

的消除并不代表着贫困问题已经消失，而通过回顾脱贫攻坚过程的经验，老年人群体是贫困高发人群，

更容易陷入贫困之中。而老年人所感受到的贫困并不仅仅是经济收入的贫困，更是在精神、社会网络、

幸福感、安全感等多方面的贫困[1]。随着消除贫困工作的不断推进，社会对老年贫困的研究重心也变为

了相对贫困问题的解决。基于此，本文认为如何准确、动态地把握老年贫困的全貌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

解决问题。 
为了更简洁地观察我国老年贫困研究中的方向困惑、了解老年贫困研究的发展前后状况和历程，助

力丰富解决老年贫困的可操作化进程，笔者收集了从 2010~2022 年间有关老年贫困的相关文献资料及研

究成果并进行二次梳理与整理，使用 CiteSpace 软件中的可视化功能对我国老年贫困的研究历程进行回顾

总结，以期在更好更全面了解老年贫困研究现状的基础上为未来老年贫困的后续研究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及方向指引。 

2. 研究方法与数据处理 

2.1. 文献来源 

CiteSpace 是目前最为常见，操作最为方便和最炙手可热的文献可视化工具。CiteSpace 可以对所选择

的文献样本进行作者和机构合作图谱、关键词的共现和聚类图谱、文献共引分析等可以用来揭示某一研

究领域的学科分布情况和内部结构，也可以从时间序列的角度探索学科的阶段性和历史性的研究成果及

其变化，进而对这一研究领域有更全面的把控[2]。基于中国知网数据库选择主题为“老年贫困”的期刊

类型，使用高级检索功能仅保留“北大核心”、“CSSCI”、“CSCD”三类文献来源，最终获得样本 178
篇。 

2.2. 研究方法 

本文所用的研究方法为主要为以下三种：第一，共现分析法[3]，该方法将各类参考文献中的关键词

的出现次数和与主题的相关性进行运算，筛选“老年贫困”主题下参考文献中最受关注的关键词及影响

力程度最大的关键词并进行呈现以方便研究 1。第二，聚类分析法[4]，该方法侧重于从不同角度展示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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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般认为中心性大于 0.1 的关键词即具有较深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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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领域的实际分布情况，将分析对象转化为单个节点，节点越大表明该关键词出现的次数越多，不同节

点之前会有连线存在，表明不同关键词之间的相关程度，且相关性越高，连线越粗。第三，时间演变趋

势分析[5]，可以清晰地展示出“老年贫困”领域的参考文献在哪一时区中发表数量上升或下降程度，并

且该时期的研究贴近的角度也可以被我们清晰地了解到。 

3. 老年贫困研究的趋势和热点 

3.1. 时序分布 

通过对中国知网中近 30 年的“老年贫困”相关文献的发表数量和发表年限进行统计发现针对我国“老

年贫困”的相关研究一直在进行，可以看到早在 1992 年，我国便已开始对“老年贫困”问题进行研究，

可以发现老年贫困是一个伴随我国发展的重要民生问题，具有极大的研究价值。第一，1992~2015 年，

可以发现在这一段时期内相关领域的研究数量较少，每年的相关研究不会超过 10 篇，并且还经历了两次

下降。第二，2015~2019 年，4 年时间之中“老年贫困”领域的相关文献大幅增长，2019 年的文献更是

达到了 23 篇。第三，2019~2022 年，我国有关“老年贫困”的参考文献研究数量开始下降，2022 年跌至

一个较低水平之上。2015 年是一个重要时间节点，2015 年通过的《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是促进

老年贫困文献数量增加的主要因素，而老年贫困作为脱贫攻坚任务中的一项重要环节因而与之相关的参

考文献自 2015 年开始呈现上升的态势[6]。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任务目标的开始和基本完成，在 2019
年和 2020 年参考文献数量分别达到了最高点和开始下降，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Chronological distribution of CNKI literature on smart old-age care 
图 1. 中国知网关于智慧养老研究文献时序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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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随着我国逐渐步入人口老龄化社会和老年群体寿命的增长，老年人群体由于身体机能的退化

和慢性病等问题，导致医疗费用的大幅度增加和生活质量的绝对下降[7]。防止老年人群体因病返贫和解

决老年人的多维贫困还需要投入大量精力和时间进行研究，因此本文认为针对“老年贫困”的研究具有

研究价值，对于提高老年人及社会成员的幸福感具有极大促进作用。 

3.2. 作者和机构共现图 

3.2.1. 作者共线知识图谱 
从作者共现情况来看，共有 207 位作者对“老年贫困”进行过研究，其中连线数 134 条。从图中可

以明显发现学界对该领域的研究没有形成核心群体，作者间联系较少，多为两两合作，仅有曾令和、李

家伟、朱才华、彭美华、胡平和李见 5 人构成了一个学术共同体但时间过于久远。就发文量来看，排名

前几的专家分别为：王三秀(6 篇)、刘二鹏(5 篇)、朱火云(4 篇)、于环、张奇林和杨菊华(3 篇)。表明我

国对老年贫困的研究还有待发展，作者之间没有关联，没有形成学术共同体，不利于思想交流，如图 2
所示。 

 

 
Figure 2. Author co-occurrence knowledge map 
图 2. 作者共现知识图谱  

3.2.2. 研究机构共现知识图谱 
从研究机构共现情况来看，共有 129 个研究机构对“老年贫困”领域进行过相关研究，其中发文量

最高的研究机构为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最早在 2017 年进行过相关研究，截止到 2022 年 4 月发文量

为 4 篇。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分别从 2010 年和 2016 年

对该领域进行过文献研究，截至 2022 年 4 月发文量各 3 篇。共有包括山东大学经济学院、中国人民大学

劳动人事学院在内的 8 所研究机构对老年贫困领域发表了 2 篇参考文献。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研究机构

间的合作交流数量较少，不利于相关领域最新研究动态的传递，如图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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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Institutions co-occurrence knowledge map 
图 3. 机构共现知识图谱 

3.3. 关键词和关键词聚类共现图 

3.3.1. 关键词共现图 
使用 2010~2022 年间“老年贫困”文献，将时间切片设置为 1 进行分析。其中“N”为节点，共得

到有关节点 198 个；“E”为连线数，得到相关连线 354 条；“Density”表示密度，密度值为 0.0182。
老年贫困、多维贫困、相对贫困、精准扶贫、贫困、老年人、农村、绝对贫困、养老保险、社会救助等

关键词分别位列前十，如图 4 所示。 
 

 
Figure 4. Keywords co-occurrence knowledge map 
图 4. 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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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关键词聚类共现图 
对通过关键词聚类生成关键词聚类共现图：共形成 9 个聚类群，依次标号 109，从低到高分别是：

#0 乡村振兴、#1 精准脱贫、#2 形塑机制、#3 收入结构、#4 参量改革、#5 家庭结构、#6 英国、#7 慢性

病、#8 显性化、#9 待遇差距。数字越小，代表聚类规模越大、包含的关键词越多。即#9 待遇差距是老

年贫困领域中聚类规模最小的突现，#0 乡村振兴是老年贫困中研究数量最多的聚类词，了解每个节点所

包含的内容是非常有必要的，会使我们对每个热点词的把握更加明确和细致，了解关键词聚类中的出现

次数、子聚类轮廓值和关键词有助于本文更好了解研究不同方向的研究细节，如图 5 所示。 
 

 
Figure 5. “Elderly poverty” clustering map 
图 5. “老年贫困”聚类共现图 

 
1) 老年贫困与多维贫困 
老年人的贫困不仅仅是经济和物质上的贫困，已有的研究表明老年人的贫困是包括经济、健康、生

活水平、精神状况的多维贫困。国内从专家目前常用的贫困测度方法为 A~F 方法，解垩(2017)为了研究

城乡居保对老年贫困的影响，从收入水平、健康、住房和满意度及未来信心五个维度对老年群体进行了

A~F 多维贫困的测度[2]。孙金明、张国禄(2018)为了研究失能老人的多维贫困和失能程度之间的差异采

用 A~F 方法进行研究[8]。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对有关老年多维贫困的维度划分越来越多元化，但终

极目的均为降低老年贫困率的发生，保障居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朱火云(2017)通过对 CLASS 的数据研

究发现，参与居民养老保险的老年人其贫困率下降了 8.7% [9]。倪志良、李琦(2021)认为参与养老保障可

以提升老年人的幸福感，提高老年人的心理健康[10]。 
2) 农村中的老年贫困问题 
农村与城镇相比由于收入、医疗服务设施等城乡差距的存在，存在的贫困问题相比于城镇更高。因

此如何解决农村贫困问题是学者们研究的重点。刘二鹏、乐章(2016)认为农村老年人领取养老保险和得

到政府更多的医疗服务可以降低农村老年贫困的发生率[11]。同时，刘二鹏、张奇林(2018)又通过相关

研究发现，挤出效应的存在会使领取新农保养老金的农村老年人遭受贫困[12]。宋泽(2018)认为参与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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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的农村老年人的多为贫困指数相比于未参加养老保险的农村老年人有较大的减轻作用[13]，如表 1
所示。 

 
Table 1. Cluster list of keywords related to elderly poverty 
表 1. 老年贫困相关参考文献关键词聚类列表 

序号 size 子聚类轮廓值 关键词(部分) 

#0 28 0.832 多维贫困；clhls；动态变化；多维不平等；城乡差异 
相对贫困；绝对贫困；农村老年人；脱贫质量；clhls 

#1 24 0.857 老年贫困；社会福利；劳动力转移；精准脱贫；城市居住社区 
高龄津贴；基础普惠；社会福利；住户调查；生命历程 

#2 21 0.969 丧偶老年女性；原因分析；社会性别理论；临终关怀；生命质量 
家庭因素；丧偶女性；临终关怀；社会性别理论；丧偶老年女性 

#3 18 0.928 精准扶贫；家庭养老；家庭支持；社会养老；社会支持 
公平伦理；政治伦理；代际伦理；家庭养老 

#4 13 0.901 社会救助；养老保障；人口老龄化；老年贫困；参量改革 
社会保险；社会观察；调节作用；影响效应 

#5 11 0.931 文化贫困；村庄价值；家庭结构 
老年人群；公共福利；健康状况；家庭变迁；精神慰藉 

#6 8 0.964 英国；老年群体；养老金；社会转型 

#7 8 0.931 劳动参与；医疗支出；老年贫困风险；PSM-DID；代际支持 
代际支持；城市老年人口贫困；PSM-DID 

#8 7 0.976 老年人口；老年贫困人口；最低生活保障；关注生命；年金制度 
年金制度；养老金制度；年金基金；养老保障模式；老年人口 

3.4. 关键词时区和突现知识图谱 

3.4.1. 关键词时区知识图谱 
CiteSpace 中 Time zone View 功能可以向我们展示“老年贫困”研究过程中关键词随着时间的推移产

生了何种的变化，有利于我们直观了解不同时期不同关键词的热度情况。关键词时区图谱中一般显示关

键词首次出现的时间，连线表示在不同年份中与这一关键词具有共现性的关键词及研究方向。 
在 2010~2015 年前后关于老年贫困的研究主要方向分别为社会贫困和经济贫困，以及探讨家庭养老

和养老保险解决农村老年贫困的影响因素及机制。2015~2017 年前后老年贫困的研究重点发生改变，更

多的文献研究了相对贫困、绝对贫困和多维贫困三者对老年人的贫困影响。2017 年~至今的研究还无法

直观从时区图中显示，可能的原因包括这段时期内文献数量的减少以及文献研究的多元化，如图 6 所示。 

3.4.2. 关键词突现知识图谱 
通过对“老年贫困”关键词的突现分析共得到突现词 5 个，分别为：贫困、农村、社会救助、精准

扶贫和相对贫困。 
可以发现 2015 年至 2020 年正是我国“脱贫攻坚”的决战时期，相关研究数量迅速增加，2012~2015

年间对老年贫困的研究仅限于贫困和农村。随着 2015 年这一事件点的到来，社会救助、精准扶贫逐渐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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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研究前沿与热词，但也随着“脱贫攻坚”的胜利而截止于 2018 年。相对贫困是从 2020 年开始兴起并

截止到目前为止依旧是老年贫困研究的前沿热点。 
综上所属，相对贫困是一个更加广泛的领域，不仅仅是经济、收入上的低水平，更是要保障老年人

群体健康水平、精神状况及社会网络等多方面健康的领域，也是本文今后研究的重点领域，如图 7 所示。 
 

 
Figure 6. Keyword time zone knowledge graph  
图 6. 关键词时区知识图谱  

 

 
Figure 7. Keyword emergent knowledge map 
图 7. 关键词突现知识图谱 

4. 总结与展望 

4.1. 总结 

本文利用 CiteSpace 软件对中国知网中 2010~2022 年间“北大核心”、“CSSCI”、“CSCD”有关

“老年贫困”的参考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可以发现我国的老年贫困领域具有政策导向性。为了更好地

解决我国脱贫攻坚的任务，学界对老年贫困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研究的主要方向为乡村振兴、经济贫困

和养老保险，具有较强的时效性，贴合脱贫攻坚任务的需求。随着 2020 年我国脱贫攻坚的基本完成，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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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贫困已经不再是老年贫困的研究重点，老年人的贫困也不再仅仅是经济收入问题。老年人的贫困需求

变得更加多元化，对老年人的相对贫困和多维贫困已被学界提上研究日程，解决老年人的相对贫困将极

大程度提高老年人的幸福感、安全感。 
通过关于老年贫困领域的参考文献研究，本文认为我国老年贫困的观察角度不同，可以分为不同的

贫困类型。从物质和精神角度来看，老年的贫困分为经济贫困和精神贫困[14]。根据参照对象角度来看，

老年的贫困又分为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同时我国的老年贫困人口中，又有3/4的贫困老人来源于农村[15]。
究其原因在于我国农村地区经济发展处于弱势地位且实际社会保障体系发展不足[16]，也使得一些老年群

体的晚年生活质量无法得到有效地保障。研究表明，老年人的子女数量越多，老年人会陷入老年贫困的

概率就越低，然而家庭养老文化已经逐渐淡薄，农村的老年人生育数量也在降低，农村城镇都开始出现

了少子化现象，养儿防老观念开始产生动摇[17]。同时随着城镇化规模的不断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村老年

人成为了留守老年人，这部分老年人群体不仅面临经济贫困更面临严重的精神贫困[18]。研究表明政府对

公共服务支出不足以保障和解决老年人的贫困，在公平性方面[19]也有所欠缺。 

4.2. 展望 

随着相对贫困成为我国老年贫困的主要研究热点，标志着我国老年贫困在未来将要面临更加复杂的

局面[20]。 
第一，提高贫困主体的脱贫意愿。当前学界有关多维贫困的研究侧重于多维贫困的成因，影响因素

以及治理途径。对于提升老年主体脱贫意识的提高方面研究较少，政府对老年个体的脱贫作用毕竟是辅

助力量，只有政府与老年人自身层面协同前进才能真正解决老年人的多维贫困问题。 
第二，将社会网络更好嵌入脱贫领域中。政府在老年贫困的治理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但是光

靠政府在老年贫困中发挥作用，将无法解决老年贫困中的相对贫困问题了。政府更多地解决经济问题例

如提高养老保险、养老覆盖面等，无法提高老年人经济以外的贫困问题。社会网络等非正式制度的作用

便凸显出来，已有的研究表明社会网络对老年人的精神慰籍、幸福感等多方面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那

么如何有效衔接政府与社会网络将是未来的一个可行度极高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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