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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迁老人是流动人口中的一部

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

这个群体逐渐扩大。

积极老龄化视角强调老年人的

积极参与和融入社会，对于随

迁老人而言，实现社会融入是

其积极老龄化的关键。

研究随迁老人的社会融入路径，

有助于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促进社会和谐与包容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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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与意义



本研究旨在探讨积极老龄化视角下随迁老人社会融入的现状、问题及影响因素，提出促进其社会融入的策略和建

议。

研究目的

采用文献资料分析、问卷调查、访谈等方法，收集随迁老人的相关数据和信息，了解其社会融入状况，分析影响

因素，提出对策建议。

研究方法

研究目的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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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老龄化的概念与内涵

积极老龄化是指老年人积极参与社会、

经济、文化、精神和公益活动，以增

进自身健康、延缓衰老、实现自我价

值的过程。

积极老龄化强调老年人的主体性，关

注老年人的社会参与和自我实现，鼓

励老年人发挥余热，为家庭和社会做

出贡献。



随迁老人是指因子女在城市工作生活而从农村迁居城市的老

年人。

积极老龄化理论认为，老年人的社会融入是实现积极老龄化

的重要途径，随迁老人作为城市老年人中的一部分，其社会

融入对于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促进家庭和谐具有重要意义。

积极老龄化与随迁老人社会融入的关系



研究表明，随迁老人在城市生活中的适

应问题主要集中在文化差异、生活方式、

社会关系等方面。

心理健康方面，随迁老人的心理状况普

遍较好，但部分老人可能会出现孤独、

失落等情绪问题。

社区参与方面，随迁老人参与社区活动

的程度较高，他们积极参与社区志愿活

动和文娱活动，为社区发展做出贡献。

社会支持方面，随迁老人得到的支持主

要来自于子女和亲戚，但城市社区的支

持网络也正在逐步建立。

随迁老人社会融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

会适应、心理健康、社会支持、社区参

与等方面。

随迁老人社会融入的文献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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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迁老人的迁移原因
主要是为了照顾子女、孙辈，也有部分是为了享受城市生活和更好
的医疗资源。

随迁老人的特点
随迁老人普遍存在年龄较大、文化程度较低、医疗保障不完善等问
题。

随迁老人的定义与分类
随迁老人是指随着子女迁移到城市生活的老年人，包括农村户籍
和城镇户籍两种类型。

随迁老人的基本情况与特点



01 随迁老人普通话水平较低，与城市居民沟通存在一定

困难。

语言沟通障碍

02 城市生活节奏快，与农村生活方式存在较大差异，随

迁老人需要适应新的生活方式和习惯。

生活方式和习惯的差异

03 随迁老人需要重新建立社交网络，与城市居民建立联

系和互动。

社交网络的重建

随迁老人在城市中的社会融入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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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保障不完善

随迁老人的医疗保障存在不完善之处，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较为突出。

01

文化差异带来的隔阂

由于文化背景和价值观念的差异，随迁老人与城市居民存在一

定的隔阂。

02

社会参与的不足

随迁老人参与城市社会活动的机会较少，难以融入城市社会。

随迁老人在城市中面临的社会融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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