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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村籍老人随子女进入城市生活，形成农村随迁老人这

一特殊群体。进入城市后，由于家庭关系变得复杂、社会交往关系不断萎缩、信任关系逐渐减少以及

价值关系受到冲击，农村随迁老人难以适应城市生活。从社会关系网络的视角出发，帮助农村随迁老

人适应城市生活应充分发挥家庭关系网络的基础作用，扩展社会交往关系网络，重塑社会信任关系网络，

调适价值关系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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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Social Network 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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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more and more rural old people enter the city life with 
their children, forming the special group of rural-urban immigration old people. After entering the city, they can not 
adapt well to the city because of the complicated family relationship, the shrinking of the relationship, the gradual 
decrease of the trust relationship and the impact of the value relationship.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relationship 
network, we could help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family network’s fundamental action, expand elders’ social 
interaction, remolding the social relationship of trust networks and adjust the value relationship networks of them to 
help the rural old people adapt to the city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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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城市的快速发展，城市居民的工资

收入、医疗保障、教育水平等不断提高，同时各

城市的落户门槛不断降低，越来越多的农村籍学

生毕业后留在城市发展，大量农村青年进城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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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留在城市生活。由于情感及现实的需要，他们

中的一部分人选择将父母接到城市共同生活，这

样既方便儿女照顾父母，老人又能适当帮忙照看

孙辈，由此产生了随迁老人这一特殊群体。“随

迁老人”是指跟随子女或其他亲人离开原居住地，

与子女或其他亲人在流入地共同生活两个月以上

的迁移老人。[1]

截至 2016 年底，我国 65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数

量占总人口的 10.8%；[2] 根据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

委员会公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5 年，

户籍不在原地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 60 岁
及以上的流动老年人口数量接近 1 800 万人，其中

大部分是由农村转移到城市生活的老人。农村随

迁老人虽然身在城市，却很难适应城市的生活：

在子女上班、孙辈上学后，他们回到家中无人陪伴，

走出家门无处可去，生活方面有别于以前的生活，

精神方面也较以前空虚，主观上存在一种被排斥

感，融不进其他老人群体，感觉自己与城市格格

不入，心理上有严重的孤独感、强烈的边缘感，

自我效能感低、归属感弱。

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要保障和改善民生，要

增进民生福祉，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使老有所养，

这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

方略。[3] 提升农村随迁老人的城市适应性，有助

于提高其晚年生活的品质，也有利于促进家庭和

谐与社会和谐，增强城市社区的包容性与稳定性。

一 社会关系网络与农村随迁老人的社

会适应问题

从“社会关系网络”研究历史来看，布迪厄

在对社会资本的定义中已隐含社会关系网络这一

概念。社会资本是“由社会义务或联系组成，是

与对一个相互熟识和认可的、具有制度化的关系

的持久网络的拥有联系在一起，通过网络的规模

和资本的容量来表示”[4]。科尔曼在布迪厄的基

础上做了进一步的阐释：社会关系是社会结构的

一个方面，并在个人的行动中发挥重要作用，个

人从关系中获得现实或潜在的资源且无法替代，

关系结构能够使个体的行动更加方便。[5] 科尔曼

强调社会关系对人具有重要作用，认为个人能够

通过社会关系获得利益，社会关系网络是个人社

会生活所必须的。波茨认为，个人凭借自身的成

员资格在社会中或更宽泛的社会结构中获取资源，

这种成员资格即为自身与他人间某种关系的代表，

个人通过新的交往不断形成新的关系网络并通过

这种关系网络获取资源。[6]83-84 波茨强调了关系的

独特性、社会关系网络的变动性及收益性。

众多社会学家均承认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网络

的存在能够为个人带来资源。个人通过与他人频

繁密切的交往产生关系，多种关系黏合组成其关

系网络，通过与不同个体、组织间发生直接或间

接联系形成不同层面、维度的复杂网络，[7] 个人

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获得资源，此处资源具

有广泛性，不仅包括物质利益，还包括精神情感等。

每个人都生活在社会关系网络中，根据熟悉程度、

感情依附强度等将各种关系具体化为亲密或疏远，

社会关系网络囊括了个人的社会关系。[8] 个人与

他人产生关系或联结，组织起来即为个人社会网

络的基本框架，个人作为某个节点嵌入社会网络

中，个人位置改变，社会关系也会发生相应变化：

当从原来位置抽出进入新网络后，与新网络中的

节点重建联系，逐渐形成一套新的社会关系网络。

农村随迁老人生活在农村社会关系网络之中，其

在网络（农村）中以点的形式存在，与其他村民

的关系近似为线，以点（老人）为中心，线线（关

系）相交共同构成了其生存的基本网络。老人选

择网络中任意一条线都能够与他人进行交往。当

离开农村进入城市后，老人脱离原有的关系网络，

作为一个孤立的点存在于城市的关系网络中，基

本的交往互动受到影响。进入城市后的关系网络

仅有与子女这一条线，导致他们过度依赖子女，

进而怀念农村生活，主观上对城市生活带有很强

的排斥感，许多农村随迁老人“人在曹营心在汉”，

虽然身在城市，但心仍在农村。

另外，根据来源不同，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关

系”可分为“先赋关系”和“自致关系”。 先赋

关系是指由血缘等先天因素产生的关系；自致关

系是指除去先天因素的影响，通过自身努力而形

成的关系。在农村社区，人际间的关系主要是一

种天然的先赋关系。[9] 农村随迁老人大部分先赋

关系留存在农村，进入城市后地理位置发生改变，

导致其先赋社会关系网络被迫割裂，原有的社会

关系受到较大影响。尽管城市社区中的关系主要

以自致关系为主，但自致关系的建立首先需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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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先赋关系。[9] 随迁老人的先赋关系网络因地理

位置的改变而被分割，且短时间内自致关系难以

建立，新的社会关系网络没有及时建立，随迁老

人的社会关系网络处在一个相对真空状态。

针对如何帮助农村随迁老人适应城市生活，

相关学者进行了积极探索。李敏芳认为可通过引

导随迁老人调整心态进而帮助其积极应对新的生

活环境，以适应城市生活；[10] 张慧玲等人认为，

社会制度、人际交往、心理因素和生活习惯是农

村随迁老人难以适应城市生活的主要影响因素；[11]

姚兆余等人从户籍制度、情感心理、社会关系等

方面研究随迁老人的社会适应现状，强调社区工

作对老人适应的重要意义。[12] 笔者认为，农村随

迁老人不能只通过生活习惯的改变来机械地适应

城市社区生活，他们更需要得到心理上的归属感、

认可感，这需要在日常生活中有亲密的朋友、积

极的生活态度，建立属于自己的关系网络。

二 网络关系的转化：农村随迁老人城

市适应问题成因分析

农村随迁老人进入城市后，原有的社会关系

网络因地理位置的改变而被割裂，同时新的社会

关系网络没有及时建立，老人的社会关系网络发

生变化并处于相对真空状态：家庭关系变得复杂，

交往关系更加单一，信任关系逐渐减少，价值关

系受到冲击。

（一）家庭关系网络的转化

子女婚后与父母的旧家庭分离，建立属于自己

和配偶的新家庭。原先的旧家庭属于典型的核心

家庭，规模小且关系简单；而子女建立的新家庭

区别于旧家庭，在原先家庭成员基础上增加了子

女的配偶。家庭的关系网络因此发生变化，在夫

妻关系、母（父）子（女）关系中增加了婆 / 公媳

关系。老人作为单独的个体插入新家庭中，给子

女的家庭关系网络增加新的关系，家庭的关系网

络变得复杂。作为新关系的一端，随迁老人自身

在插入新家庭关系网络的过程中产生距离感、局

限感，而且由于生活作息、意见观念等不同，大

部分老人来到子女身边后不能很好地适应城市的

生活。另外，老人原先的社会关系网络比较丰富，

例如邻里关系、朋友关系等，母（父）子（女）

关系仅是其关系网络中的一支；随子女进城后地

理位置发生变化，母（父）子（女）关系成为老

人社会关系网络中的主要关系，依靠地缘而产生

的邻居、朋友关系等受到影响，如子女没有及时

为老人提供足够的关系支持，就会致使在其他社

会关系断裂后老人的依靠关系出现缺失。这样，

一方面家庭关系变得复杂，另一方面老人主要依

靠关系所产生的空缺没有得到及时填补，老人内

心对家庭关系的向往与现实情况不能满足其需求

之间就产生了矛盾。

（二）交往关系网络的转化

由于地域范围、物质条件有限，农村社区内部

有较多联姻，姻亲关系较为紧密，亲属关系较为

普遍，由此许多村民之间不仅是单纯的邻居关系，

相互之间还有一些亲属关系，老人与其他村民的

关系亦是如此。村民之间的多重身份将农村变成

一个紧密联系的共同体，在社会关系方面形成一

种特别的社会网络——“闭合”网络。在一个闭

合系统中，信息和资源都有可能以最短的路程流

向网络中的任何一点，闭合系统能够扩大系统内

的互动，使成员能更快捷地获取信息。[6]87 与他人

的多元关系、自身的多重身份，给老人带来一种

安全感，他们可以利用自己的任意身份在农村社

区这一“闭合系统”中获取消息。进入城市后，

与邻居的关系仅是单纯的邻居关系，原先邻里之

间的多重身份消失、多元关系被打破，通过自己

与他人的其他关系获取消息的路径被打断，对外

界的即时消息联系主要依赖于子女，形成自己为

一端、子女为另一端的点对点式的单一关系。老

人原先的多渠道交往关系网络被断裂，多渠道的

消息网络受到影响。这种转折导致老人心理上产

生落差、情感上产生孤独失落感。

（三）社会信任关系网络的转化

“乡土社会是靠亲密和长期的共同生活来配

合各个人的相互行为，社会的联系是长成的，是

熟习的，到某种程度使人感觉是自动的，只有生

于斯、死于斯的人群里才能培养出这种亲密的群

体。”[13] 在范围有限的农村社区共同体中，老人

与乡邻彼此熟悉而亲密，乡邻们“日常有着很亲

密的接触并且互相帮助，他们互相承担着特别的

社会义务”[14]，他们之间有类似的兴趣爱好，有

属于自己的共同话题，具有很强的同质性，农村

随迁老人对自己所生活的农村社区具有强烈的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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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感及归属感。对于农村随迁老人而言，城市相

比于农村属于陌生人社会，社会流动性强，匿名

性和异质化程度高。当老人从农村进入城市后，

由熟人社会突然转入陌生人社会，面对与自己生

活习惯存在差异的陌生群体，老人无法及时建立

自己的亲密群体；加之对新事物的接受程度有限，

老人在短时间内难以适应城市生活。在农村与他

人主要是一种同质性互动并在互动过程中付诸情

感，进入城市后，这种互动不复存在，原有的社

会信任关系网络基本消失。

（四）价值关系网络的转化

农村随迁老人不适应城市生活，原因之一是

不适应城市文化，融不进城市社区的老人群体中。

据调查，许多农村随迁老人认为“自己和城市人

有很大差别”。[12] 城乡二元格局导致老人对自己

的“农村人”身份感到自卑，内心的自卑感导致

他们对城市的归属感较弱。此外，由于城市社区

中人员间异质性强且流动性大，人们的安全意识

及防范意识较强，以前在农村进出邻居家轻松随

意聊天的老人在面对新环境时产生强烈的束缚感，

并认为城市人情冷漠、人与人之间生分有距离，[11]

对城市生活产生排斥。农村和城市在价值文化方

面存在较大差异，习惯于农村文化的随迁老人在

面对城市文化时缺乏亲切感，短时间内难以接受

城市文化价值观，对城市生活的不适感较强。

三 从单一到多元的社会关系网络：农

村随迁老人社会适应问题的治理之道

农村随迁老人的关系脉络以自身为中心，从以

血缘为纽带的亲属关系网络开始，向以地缘为纽

带的社区网络、以趣缘为纽带的社会网络逐级扩

展。因此，从社会关系网络的视角出发，帮助农

村随迁老人适应城市生活应充分发挥家庭关系网

络的基础作用，扩展社会交往关系网络，重塑社

会信任关系网络，调适价值关系网络。

（一）家庭关系网络的重塑：农村随迁老人社

会适应问题的治理基础

家庭是社会的最小单位，是一个人社会关系网

络的最初起点，也是农村随迁老人信任关系重构

过程中的第一步。虽然我国的社会保障体制在不

断完善，但目前老人仍主要依靠亲属特别是子女，

子女是老人情感支持和实际支持的主要来源，[15]

在整个关系网络体系中占有绝对优势。所以解决

农村随迁老人适应城市社会生活问题的首要措施

是重塑和谐稳定的家庭关系网络。 
研究发现，子女给予社会支持少的老人其孤独

感体验显著高于子女给予社会支持多的老人，[16]

所以子女是随迁老人社会网络中最基础也是最重

要的力量。进入子女的家庭后，老人脱离了原来

的社会关系，新的社会关系网络还未完全建立，

在其整个社会关系网络中，与子女的关系是其最

主要的依靠关系。子女应清楚地认识到该关键点

并以此作为行动的根本出发点，对父母有孝心、

耐心，尊重且体谅父母，工作之余常陪伴父母，

主动带领父母外出，帮助他们熟悉城市社区的环

境，减少他们因环境陌生而感到的孤独感、边缘感。

在随迁老人的家庭关系网络中，除与子女的亲

密关系外，最亲近的是与亲属的关系。随迁老人

受传统观念影响较深，其社会关系特点比较符合

费孝通先生对传统人际关系所总结的“差序格局”，

他们通过 “五服”方式计算亲疏关系，生活上看

重亲属，情感上依赖亲属关系，进入相对陌生的

城市社区后，他们更会时常牵挂自己的兄弟姐妹、

侄孙晚辈，更依赖自己的亲属关系。在新的社会

关系网络未建立前，基本的亲属关系应更充实巩

固。包括子女在内的亲属关系是随迁老人社会关

系网络的起点，在老人社会关系网络中发挥着基

础性作用，因此帮助随迁老人重塑社会关系网络

需以家庭为出发点，逐级延伸到社区、社会，逐

渐建立多元网络。

（二）从单一网络到多元网络：农村随迁老人

社会适应问题的治理机制

在巩固家庭关系的基础上完善社区配套措施，

利用地缘优势丰富老人的社会关系，帮助其将单

一社会关系网络逐级扩展至多元社会关系网络，

这是帮助农村随迁老人提高城市适应性的重要环

节。政府、社会等应从宏观层面配合发力，营造

有利于帮助随迁老人调适价值关系网络的良好社

会环境，并通过完善法律制度加以保障。

社区作为地缘共同体，在帮助老人减少对城市

生活的主观不适感方面具有积极作用。可利用共

同的地域优势培养随迁老人对社区的归属感、亲

近感，结合社区的相应配套措施充实老人的社会

关系网络，在社区内建立与他人的新关系。随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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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不适应城市生活的原因之一是城市的人际关

系冷淡及人际沟通较少、家庭独立，喜欢热闹的

老年人缺乏与邻里沟通往来的机会，以致难以建

立信任关系，在情感上感到冷漠。所以居委会街道、

社区组织应通过走访活动，了解本社区农村随迁

老人的情况（如兴趣爱好等），举办社区活动时

邀请农村随迁老人参加，为老人创造与社区成员

建立关系的机会。社区组织活动，一方面迎合老

人爱热闹的心理，可令其身心愉悦；另一方面可

增加随迁老人与社区老人的交流机会，帮助随迁

老人融入社区“圈子”，打破随迁老人交往关系

单一的现状，帮助其进行更大范围的新互动，从

而扩展他们的交往关系网络。随迁老人在持续的

交往互动过程中，会不断加深对城市的了解，消

除陌生感，在潜移默化中重塑社会信任关系网络，

最终适应城市生活。

家庭和社区在重塑农村随迁老人社会关系网

络中发挥的是一种局部性作用，需要政府、社会

从宏观方面进行全面性协调。政府、社会可从居

民主体地位出发，为老人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发挥自身的主导性作用，[17] 通过提升随迁老人的

社会存在感来提高其城市生活适应性。现实的城

乡差别使其主观上产生“被区别感”“受排斥感”

而难以融入城市，这是目前随迁老人城市适应性

低的主要社会原因。农村随迁老人在异地看病报

销困难、手续复杂等问题都需要政府从制度方面

入手，完善相关配套的政策法规以及简化实际操

作程序来加以解决。农村随迁老人是近年来随城

市发展而产生的新群体，其社会关注度还较低，

所以须从法律层面肯定并重视该群体的存在，加

强随迁老人权益保护的宣传教育，培养重视、关

爱城乡迁移老年人的社会意识，营造积极良好的

舆论氛围，从宏观方面为随迁老人拓展其关系网

络营造友好的社会环境，提高城市社会的包容性，

帮助老人消除“紧张感”“孤独感”，增强安全

感与信任感，维护他们的身心健康。同时，应减

少因政策原因引发的不合理情况，使老人在城市

享受到正常平等的公共服务。

随着农村随迁老人数量的不断增多，这一群体

的生活状况逐渐被人们关注。一方面，政府和社

会应发挥自身的宏观作用，努力为农村随迁老人

营造和谐友好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从家庭到

社区需综合施力，帮助其自主建立起多元社会关

系网络以更好地适应城市生活。这对促进家庭和

谐、共享城市发展成果、促进社会公平稳定均具

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 瞿红霞 . 随迁老人的社会融入状况及其影响因素探析：

基于对现居于华中科技大学社区 25 位随迁老人的访

谈 [D].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2012.
[2] 中国国家统计局 . 中国统计年鉴 [M]. 北京：中国统计

出版社，2017：32.
[3] 习近平 .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

大会上的报告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44.
[4] 皮埃尔 •布尔迪厄 . 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202-210.
[5] 林 南 . 社会资本：关于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 [M]. 

北京：世纪出版社，2005：21-23.
[6] 李惠斌，杨雪冬 . 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 [M]. 北京：社

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83-84
[7] 刘 萍，陈枫琳 . 基于社会资本的异构社会网络构建

研究 [J]. 情报学报，2013(8)：805-816.
[8] 边燕杰 . 社会网络与地位获得 [M]. 北京：社会科学文

献出版社，2012：116.
[9] 丁水木 . 论先赋角色与自致角色 [J]. 学术月刊，

1988(12)：37-38.
[10] 李敏芳 . 随迁老人社会适应研究评述 [J]. 老龄科学研

究，2014(6)：20-27.
[11] 张慧玲，李雅薇 . 社会支持理论视角下随迁老人城市

适应问题研究 [J]. 山西师大学报，2018(2)：34-39.
[12] 姚兆余，王  鑫 . 随迁老人的精神生活与社区融入 [J]. 

社会工作，2010(9)：43-45.
[13] 费孝通 . 乡土中国 [M].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4：48.
[14] 费孝通 . 江村经济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89. 
[15] 贺寨平 . 社会网络与生存状况 [M]. 北京：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2004：179.
[16] 申继亮，周丽清，佟 雁，等 . 亲子支持和孝顺期待

对老年人孤独感的影响 [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03(3)：167-169.
[17] 张亚东，陈 中，文学容 . 新农村绿色型社区建设探

析 [J].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
22(1)：98-102.

                                                责任编辑：徐海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