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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随迁老人养老意愿，并分析随迁老人在随迁地养老的影响因素。方法：采用便利抽样和整群抽样相结合的方法，

抽取中国珠海市金湾区 4 个社区的 146 名随迁老人进行问卷调查，调查其个人养老意愿并分析与养老有关的影响因素。统计

方法采用描述性、c2 检验和多因素回归方程对数据进行分析。结果：约 80% 随迁老人不愿在本地养老，不愿在本地养老的主

要原因为缺乏归属感，其次是经济因素和住房因素。结论：随迁老人异地养地意愿整体较低，其养老意愿受到心理适应能力、

经济能力、观念认识、自然气候、人文环境等多因素的影响。

Abstract: Objective: To	determine	the	willingness	of	the	elderly	to	provide	for	the	elderly,	and	to	analyz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elderly	living	in	the	same	place.	Methods: Using a combination of convenience sampling and cluster sampling, 146 elderly 

people with migrants from 4 communities in Jinwan District of Zhuhai City, China were selected to conduct a questionnaire survey 

to	 investigate	 their	personal	willingness	to	provide	for	 the	elderly	and	analyz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related	to	the	elderly.	The	

statistical	method	uses	descriptive,	c2	test	and	multivariate	regression	equation	to	analyze	the	data.	Results: About	80%	of	the	elderly	
with	migrants	were	unwilling	to	provide	for	the	elderly	locally.	The	main	reason	for	their	unwillingness	to	provide	for	the	elderly	

was	lack	of	belonging,	followed	by	economic	factors	and	housing	factors.	Conclusion: The willingness of the elderly to raise land 

in different places is generally low, and their willingness to provide for the elderly is affected by many factors such as psychological 

adaptability,	economic	ability,	conceptual	understanding,	natural	climate,	and	humanistic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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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数据显示，中国流动老年人从 2000 年的 50.3 万人增加

至 2015 年的 1304 万人，年均增长速度为 6.6%，且老年流

动人口数量持续增长 [1]。2016 年国家全面放开“二胎政策”、

女性投入劳动市场等多种因素促使下，老年人（尤其是农村

老年人）跟随子女来到异地并长期居留，承担起抚育孙辈和

照料家庭的任务，成为中国社会转型阶段的特殊群体——随

迁老人 [2-3]。研究显示，随迁老人远离家乡，在异地存在生

活不适应、融入困难和心理等问题 [4-6]。随着人们思想的开放，

随迁老人的养老意愿是否有所改变，影响随迁老人养老意愿

的主要因素，是本研究探讨的主要问题，以期为城市养老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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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的配置和养老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2 对象与方法

2.1 对象

本次调查采用便利抽样和整群抽样相结合的办法，共抽

取珠海市金湾区 4 个社区的随机老师进行调查。调查对象纳

入标准：纳入标准为：①老人年龄 ≥50 岁；②非广东籍贯

且无珠海市户口；③在珠海至少居住 3 个月或未来至少居住

一年。排除标准：①身体有严重疾病且无法自理者；②听不

懂普通话或语言沟通交流有障碍者。 

2.2 方法

采用 SPSS	19.0 软件进行数据处理。采用百分率统计描

述，采用 c2 检验统计分析，P≤0.05有统计学意义。

3 结果
3.1 随迁老人基本情况

共发放问卷 205 份，回收 190 份，回收率为 92.68%；

剔除无效问卷 44 分，有效问卷共 146 份，有效问卷率为

76.84%。调查对象以老年女性为主，年龄主要集中在 50 至

69 岁之间，约 90% 的随迁老人来自南方省份，随迁老人迁

移的主要原因为抚育孙辈。其他基本情况见表 1。

3.2 随迁老人养老意愿情况
随迁老人养老意愿调查结果见表 2。从表中可知，约

80% 随迁老人不愿在本地养老，不愿在本地养老的主要原

因为缺乏归属感，其次是经济因素和住房因素。

3.3 随迁老人养老意愿的影响因素
将“是否愿意在本地养老”作为因变量，调查对象的年龄、

性别、户籍性质、房产情况等作为自变量，进行统计学分析，

表 1 随迁老人基本情况

变量 人数 比例

性别

男 57 39.04%
女 89 60.96%

年龄（岁）

50~59 56 38.36%
60~69 63 43.15%
70~ 27 18.49%
配偶

有 121 82.88%
无 25 17.12%

户籍地

湖北 62 42.47%
湖南 54 36.99%
广西 15 10.28%
安徽 4 2.74%
山东 5 3.42%
河南 3 2.05%
山西 1 0.68%

黑龙江 2 1.37%
户籍性质

农村 98 67.12%
县城 / 城市 48 32.88%
随迁原因

照顾孙辈 122 83.56%
投奔子女 24 16.43%

目前主要经济来源

退休金 / 养老金 26 17.80%
子女供给 85 58.22%
个人务工 3 2.05%
配偶供给 32 21.92%

本人在珠有无房产

有 5 3.42%
无 141 96.58%

配偶有无同行

有 48 32.88%
无 98 67.12%

户籍地有无其他子女

有 59 40.41%
无 87 59.59%

表 2 随迁老人养老意愿情况

变量 人数 比例
1. 本地是否适合养老

适合 66 45.21
不适合 25 17.12

不好说 / 不清楚 55 37.67
2. 是否了解本地的养老惠老政策

了解 8 5.48
不了解 114 78.08

了解部分 24 16.44
3. 是否了解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

了解 12 8.22
不了解 112 76.71

了解部分 22 15.07
4. 是否愿意在本地养老

愿意 16 10.96
不愿意 115 78.77
不好说 18 12.33

5. 愿意留在本地养老的原因是（多选）
有子女依靠和照料 68 41.10

在本地有房产 2 1.37
环境舒适，气候宜人 14 9.59
想和子女儿孙在一起 59 40.41
养老医疗资源充足 29 19.86
有养老惠老政策 3 2.05

6. 留在本地养老最主要的顾虑（多选）
生活成本高，经济负担重 125 85.62

住房拥挤不便利 134 91.78
异地医保报销比例低 8 5.48

无法享受本地养老惠老政策 12 8.22
7. 不愿在本地养老的原因（多选）

“这里不是我家” 130 89.04
没有亲戚朋友 45 30.82

空闲时间无聊，不自由 54 36.99
生活成本太高 75 51.37
气候炎热潮湿 86 58.90

不愿意与子女儿孙同住 35 23.97
缺少经济来源 114 78.08

8. 打算在何处养老
户籍地家中或养老机构 83 56.84
本地或本地养老机构 12 8.22

听从子女安排 16 10.96
未考虑过 35 2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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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显示：以照顾孙辈为随迁目的、经济不独立、无房产且

配偶未同行的随迁老人留在本地的养老意愿较低（见表 3）。

4 讨论
①归属感是影响随迁老年不愿在留居地养地的根本因

素。随迁老人为了子女、家庭的利益，远离农村熟悉的场

域，跟随子女来到陌生的城市，承受着城市“陌生人”和子

女家“局外人”的双重身份尴尬 [7-8]。在调查过程中，大多

数老人被问到是否想过留在珠海养老时，第一反应是非常诧

异的。在他们看来，珠海并非他们的“家”，他们在珠海只

是为了给子女帮忙，抚育孙辈，是根本不可能在珠海度过晚

年养老送终的。等子女不再需要帮助或者孙辈不再需要照顾

时，他们会毫不犹豫离开珠海，返回“自己家”，在留居地

生活再久，也不是自己的“家”。尤其是对于农村随迁老人，

虽然城市生活便利，基础设施完善，但是在户籍地有他们熟

悉的生活环境和社交网络，以及他们了然于心的社交规则和

风土人情，他们更加渴望回到属于自己的“熟人社会”[9]。

这其中牵涉到另一个层面的问题――自由。在调查过程中，

有个老年人说道：“这里（城市）就是一个牢笼，把我们这

些老年人困在这里。”对于大部分老年人来说，离开熟悉的

生活环境，来到城市承担抚育孙辈的任务，每天重复一样的

生活，需要听从他人（子女）的安排，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意味着失去了个人自由。虽然有些老人不需要照顾孙辈，或

者在孙辈上学后有更多空闲的时间，但是在老年人看来，生

活在一个自己不熟悉的地方，或者自己不能主导的地方，是

没有自由的生活状态，这是在其他研究没有提及的问题。

此外，在中国人的传统文化里，叶落归根的观念在很多

老年人的思想中根深蒂固 [10]。在他们看来，年龄再大一些，

或者身体不太好后，肯定要回老家生活，这也是导致调查对

象想要返回户籍地的重要原因。

②经济来源是影响随迁老人养老意愿的重要因素。调查

显示，随迁老人在经济上的自我支持能力明显不足，这和其

他研究结果一致 [11-13]。有研究将子女对随迁老人的经济支持

分为完全支持型、部分支持型和独立型 [14,15]。本次调查中，

约 4/5 随迁老人的经济来源为完全支持型，仅有 1/10 的老

人经济完全独立，有退休工资或养老金，不需要依靠子女支

持。对于没有经济来源的随迁老人，老年人在家庭内部所扮

演的经济角色日益边缘化，其处于资源分配核心地位的观念

在城市社会中不断瓦解，子女的经济支持为他们的城市的生

活提供物质保障 [14,16]，然而在随迁老人看来，这从某种层面

上加重了子女的经济负担。在调查中，有位老人说道：“城

市里生活压力太大，睁开眼就要花钱。我们在这里不能挣钱，

还是吃喝。我回到农村，还可以自己种地挣钱，至少吃喝不

用花钱。”因此，这部分随迁老人更愿意在完成任务后回归

老家，自食其力。

此外，在调查中，较多调查对象提及住房问题。城市房

价高昂，居住空间狭小拥挤，大部分是祖孙三代同居一室，

不但生活上有诸多不便，而且容易产生矛盾。一位调查对象

说道：“这里房子太小了，住得难受。随着小孩长大，大家

住一起很不方便。还是回老家好，房子又大又开阔。”在调

查中，极少数随迁老人在留居地购置房产，其留居意愿相对

较高。

表 3 随迁老人一般情况对留居养老的卡方检验分析

是否愿意在本地养老 χ2 P 值 检验结果

愿意 不愿意

性别
男 7 32

9.214 0.007 －－
女 9 98

配偶
有 5 116

8.265 0.054 －－
无 11 14

户籍性质
农村 2 96

4.567 0.083 －－
城镇 14 34

随迁原因
照料孙辈 5 117

27.005 0.000 *
投奔子女 11 13

经济来源
子女支持 12 73

24.563 0.001 *
相对独立 4 57

有无房产
有 3 2

29.362 0.000 *
无 13 128

配偶有无同行
有 4 42

15.857 0.003 *
无 12 88

户籍地有无其他子女
有 2 57

19.253 0.008 －－
无 14 73

注：表中“－－“表示差别无统计学意义，“*”表示差别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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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配偶的陪伴是决定随迁老人异地养地中不可忽视的因

素。在本次调查中，夫妻两人同时随迁的调查对象表现出相

对较高的留居养老意愿，尤其是当其中一方（一般为女性）

表达出较强烈的留居想法时，另一方也会在无形中认同留居

养老的行为。这可能是因为与配偶一同在异地，可以相互倾

诉陪伴，满足了彼此的情感需求。单独迁移的老人因为老家

尚有牵挂，因而更容易做出回老家的决定，这和其他研究结

果相同 [17,18]。

5 结语
随迁老人异地养地意愿整体较低，其养老意愿受到心理

适应能力、经济能力、观念认识、自然气候、人文环境等多

因素的影响。随迁老人进城养老挑战了中国当前的家庭养

老、机构养老、社区照顾等模式，同时由于现阶段中国社会

保障体系不健全、政策法规不完善、异地养老机构的质量良

莠不齐，医疗保险、养老保险、户籍政策等国家的社会福利

政策对异地养老也有所限制。因此，专家学者建议应逐步取

消户籍限制，在养老服务理念和方式上强调社会工作的介入

和干预，多为随迁老人这一特殊群体提供养老方面的专业服

务和资源，帮助其在异地可以安享晚年 [8,13]。

参考文献
[1] 池上新,吕师佳.社会融入与随迁老人的身心健康——基于深圳

市调查数据的分析[J].深圳社会科学,2021,4(5):95-107.

[2] 陈盛淦 ,吴宏洛 .二孩政策背景下随迁老人城市居留意愿研

究——基于责任伦理视角[J].东南学术,2016(3):62-67.

[3] 连慧莹,曹阳.中国老年人异地养老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CHARLS数据的实证分析[J].卫生软科学,2020,34(3):38-

44+53.

[4] 吴兰花,刘英玲,许倩.城市社区随迁老人、空巢老人心理弹性现

状和心理干预研究[J].中国老年保健医学,2021,19(4):40-43.

[5] 李敏芳.随迁老人情感需求与社会支持[N].中国人口报,2020-

12-23(003).

[6] 陶涛,刘雯莉.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家庭老年人养老意愿及其

影响因素研究[J].人口学刊,2019,41(4):72-83.

[7] 韩耀风,覃文峰,陈炜,等.adaptiveLASSOlogistic回归模型应

用于老年人养老意愿影响因素研究的探讨[J] .中国卫生统

计,2017,34(1):18-22.

[8] 孙鹃娟,沈定.中国老年人口的养老意愿及其城乡差异——基于 

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的分析 [ J ] .人口与经济 , 2017 

(2):11-20.

[9] 杨帆,杨成钢.家庭结构和代际交换对养老意愿的影响[J].人口

学刊,2016,38(1):68-76.

[10] 陶巍巍,王跃,张玉林,等.随迁老人自我接纳能力及孤独感对其

社会适应水平的影响[J].中国护理管理,2018,18(8):1051-1056.

[11] 袁欣.进城农民工随迁老人养老经济保障问题研究[D].成都:西

南交通大学,2015.

[12] 冯宠.农村随迁老人异地养老问题研究[D].长春:长春工业大

学,2018.

[13] 刘佩瑶.城市随迁老人养老资源供给模式研究[D].南宁:广西大

学,2015.

[14] 张航空 .子女因素对随迁老人居留意愿的影响[J].人口与发

展,2018,24(2):113-119.

[15] 艾小青,陈连磊,林芳.经济状况、社会保障对居民养老意愿的影

响及城乡差异[J].西北人口,2017,38(3):100-106.

[16] 段良霞,景晓芬.西安市随迁老人社会融入的影响因素[J].中国

老年学杂志,2018,38(6):1487-1490.

[17] 刘亚娜.社区视角下老漂族社会融入困境及对策——基于北京

社区“北漂老人”的质性研究[J].社会保障研究,2016(4):34-43.

[18] 豆小红.重视农村随迁老人心理健康问题[N].中国人口报,2021-

1-21(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