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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社科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

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周海旺介绍说，

此次调查是从2015年全国流动人口

动态监测调查中一万多个样本中挑

出来的 752 名来沪流动老人数据。

“‘老漂族’的数量增长很快，这个群

体也面临很多困难和问题。2010年

第六次人口普查时，全市外来常住老

人数不到25 万，2015 年增长到47 万

多。去年，卫计委的抽样调研显示，

外来常住老人的比重约占外来常住

人口的 5.9%，估计全市约有 50 多万

人，比2015年又有所增加。”

周海旺分析说，老年人和年轻人

不同，他们只身离开原来熟悉的环

境，来到子女所在的大城市，很多老

人会不适应。以“上海外来老人生活

状况研究”为例，700多个样本中，真

正到上海养老的只有 20%多，50%的

沪漂是为了帮助子女照看孙辈，也就

是说他们主要是来上海做贡献的。

“我们单位有个同事的妈妈也是

‘老漂族’，从山东过来，不识字，有一

次从小区出来迷路了，直到我同事接

到警察打到单位的电话，才知道妈妈

走失的消息。在上海这座大城市里

这位老人根本不敢出门，待孙辈上小

学了就回老家去了。”针对“老漂族”

之惑，周海旺建议，社区可以给这些

老人提供帮助，现在的养老服务主要

是针对户籍人口的，今后可以将一些

社区关爱活动拓展到他们身上去。

“老漂族”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关注
社科院《上海外来老人生活状况研究》显示“老漂族”面临四方面问题

青年报续推出的“老漂族”系列报道迎来了收官篇。“老漂族”及其子女基本情况如何？老人来沪的主要原因及其经
济、社会支持情况是什么？“老漂族”的健康状况与医疗服务需求满足情况如何？社科院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发展
研究所独家披露的《上海外来老人生活状况研究》给出了一份“全息图解读”。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低龄老漂族”占8成
半数老人来沪为照顾孙辈与子女

该调查报告主要关注上海外来
人口中的老年人口群体，以2015年
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
查数据为主要依据，对上海外来老人
在沪状态进行三方面分析。

数据反映来沪流动老人主要具
有以下几方面特点。从年龄构成来
看，以60-69岁低龄老人居多，占比
近80%；从受教育水平来看，接受过中
等教育者最多，占比近50%，同时还有
15%接受过高等教育，显著高于平均
水平；从经济来源看，以养老金收入
为主要经济来源者占一半以上；从健
康状况来看，自评为健康和基本健康
者占90%以上，但其中患有高血压或
糖尿病者占20%以上，且70岁及以上
年龄组患病率为34%，显著高于低龄
组老人；从医疗保险可及性与医疗服
务需求满足程度来看，多数老人在户
籍地参保各类医疗保险，过去一年诊
断需住院却未住院者约占四分之一；
从来沪目的看，以照顾孙辈与子女者
为最多，约占一半比重；从来沪后的
社会交往看，80%以上的老人在沪生
活中交到了本地朋友，其中有1-5个
本地朋友的流动老人占比最多，比重
高于40%。

没有熟悉的生活圈
“老漂族”面临四个方面问题

调查显示，“老漂族”来沪生活中面

临的问题主要体现在经济待遇、代际沟
通、文化融合、社会网络四个方面。

就经济待遇而言，主要体现在社
会保障待遇的差异性与便利性方面。

“老漂族”仅靠基本养老金收入往往难
以覆盖其在上海的生活成本；另一方
面，由于医疗保险统筹层次较低，跨省
结算条件还不成熟，因此，流动老人在
上海看病难也是另一大经济障碍。

其次是代际沟通，与子女交流不
充分是流动老人家庭生活中情感缺
失的主要体现。就文化融合而言，

“老漂族”来到新的城市生活，自然环
境、社会环境以及人文环境的变化都
会引起对流入地生活的不适应。对
人文环境的不适应则主要体现在地
方语言、饮食习惯等差异方面。

就社会网络而言，脱离原有社会
支持系统、缺乏独立生活空间成为流
动老人同时面临的两大问题。一方
面，流动老人离开家乡与原来的社会
支持系统相脱离，使他们与原来的朋
友、同事越来越远，而在新的环境中
又很难找到新朋友，使他们感到孤
独；另一方面，每天生活单调无趣，没
有独立的生活圈，很多流动老人每天
就是过着家里、菜场“两点一线”或是
家里、孙辈学校和菜场“三点一线”的
生活，没有自己独立的空间，容易产
生厌烦心理。由于没有熟悉的生活
圈子，因此，流动老人遇到家庭琐事、
情感孤独等问题时，无法向他人倾
诉，在流入地往往缺乏缓解身心困顿
的社会支持体系。

该报告认为，来沪流动老人在社
会融入方面所面临的困难需要社会
各方面共同关注，因此从政府、社区、
家庭、个人四个层面提出相应的对策
建议。

（一）政府层面
该研究认为，流动老人生活质量

的提升需要流出地政府与流入地政
府的共同关注与行动。

对于流出地政府而言，其福利待
遇设计应更符合移动化特征，便于流
动老人随迁状态下同样能享受，如：
定期体检、聚餐旅游等活动，应通过
货币化结算方式将这些福利待遇发
放到人，做到人走茶不凉。对于流入
地政府而言，应当以更为开放的姿态
接纳流动老人随迁现象，在现有财力
之内为流动老人提供更多公共服务，
使流动老人与本地老人享受同等的
社会福利政策。

（二）社区层面
首先，充分利用现有资源，通过

原有活动内容的适当拓展，将流动老
人的特定需求纳入社区关注的范
围。可依托相关专业志愿者与社工，
在社区举办各类面向老年居民的公
益讲座时，通过流动老人电子档案及
时通知邀约常住本社区的流动老人
共同听讲，引导其走出家门，结交同龄
本地朋友。其次，社区可以根据具体

情况对其养老服务进行分类，对其中
部分投入成本相对较高的服务活动
收取一定收费，例如：根据老人需求开
设若干收费低廉的社区兴趣班。

（三）家庭层面
针对部分流动老人在家庭关系

中所面临的与子女的代际沟通障碍，
子女应当在这一代际关系互动中发
挥更积极的作用。如平时下班后，尽
量与父母聊天、散步，了解父母的心
理状态、情感需求、健康状况以及对
流入地生活的适应程度。当家人因
为生活细节产生矛盾时，子女多从父
母角度出发想问题，感恩父母的付
出，体谅父母的不易，用爱与包容化
解负面情绪。

（四）个人层面
研究发现，性格相对外向、开朗

的老人更易融入当地社会生活；受教
育水平越高的老人越能适应当地社
会生活；收入水平越高的老人相对越
能适应当地社会生活。

一方面，就心态调整而言，老人
应当主动学习、积极接受新事物，同
时多理解、支持、包容子女，耐心听取
儿女建议，积极适应角色转变。另一
方面，就实际行动而言，老人应当主
动与周围人进行交流，在丰富的活动
中寻找新朋友、扩大交际圈，积极主
动地融入到流入地的新生活中。

上海养老先锋行业社群群主王

勇认为，“老漂族”千里迢迢来沪，首

先要过的是文化和地域差异关，他

们原来的社会关系全部断裂了，作

为子女要略懂一些社交心理，尽量

模拟他们能接受的环境，增强他们

的环境适应性。当然，即便是子女

的关怀也解决不了所有的问题。作

为“老漂族”他们要有内驱力，在新

的城市构建新的社会关系。从某种

意义上说，光靠他们自己的能力恐

怕很难融入社区，这时候就需要有

社区照料的社会支持系统，为他们

创造机会和环境。比如可以以地区

为范畴建立类似同乡会一样的组织

机构，便于他们活动交流。

“有关部门可以关注这批人群，

加强他们的社区融入感，甚至还可以

为他们创造工作或当志愿者的机

会。他们在参加这些活动中可以与

人协作，结识新朋友，获得成就感。”

至于代际沟通，王勇的建议是，在育

儿时老人和小辈可以彼此分好工，各

司其职，尽可能避免矛盾。

市政协委员樊好曾和儿子同学的

奶奶聊天，发现对方就是典型的“老漂

族”。“这位老太太说话带很重的口音，

她抱怨说‘在这里，我说话别人听不懂，

他们说话我也听不懂。所以我不太出

去。’事实上，新上海人为上海做贡献，

没办法照顾家里。他们的长辈甘愿来

上海，做了很多牺牲，他们也在间接地

为上海做贡献。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要

关注上海本地的老人，也要在社会层

面、制度层面上关爱这些老人。”

他认为，打造熟人社区不仅是解

决“老漂族”的一把钥匙，也是解决很

多基层治理的一剂良方。

对策建议

专家建言

社科院专家：将社区关爱活动拓展到“老漂族”

养老社群专家：为“老漂族”打造为老服务社群

政协委员：在社会层面、制度层面关爱这些老人

“老漂族”的数量增长很快。 青年报记者 常鑫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