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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探讨了中国城镇化过程中回迁社区中老年群体的适应问题。在回迁社区新环境中老年群体面临着生

活习惯、社会互动和空间依赖上的冲突，从而影响着他们的生活质量。研究发现：传统生活空间与城市

环境的差异是主要原因。因此，文章从多维度建议通过物质空间改造(如设置老年活动中心、改善无障碍

设施)和社会网络重建(如促进社区互动、举办适老化活动)来提升老年人的适应能力和生活质量。这些措

施有助于帮助回迁社区缓解老年群体适应问题，实现回迁社区的有效整合和功能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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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adaptation challenges faced by the elderly population in relocated commu-
nities during China’s urbanization process. In the new environment of relocated communities, the 
elderly encounter conflicts related to lifestyle habits, social interactions, and spatial dependence, 
which affect their quality of life.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primary reason for these challenges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raditional living spaces and urban environments. Therefore, the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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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mmends a multi-dimensional approach to enhance the elderly’s adaptability and quality of life 
through spatial modifications (such as setting up senior activity centers and improving barrier-free 
facilities) and social network reconstruction (such as promoting community interaction and organ-
izing age-friendly activities). These measures are aimed at alleviating adaptation issues for the el-
derly in relocated communities and achieving effective integration and functional optimization of 
these commun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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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 20 世纪末起，中国城镇化进程迅猛发展，2023 年城镇化率达到 66.16%，这意味着大量人口已经

从农村迁移到城市[1]。在这场大迁移中，伴随土地征收[2]与房屋拆迁的广泛开展，大规模的回迁新市民

家庭应运而生。较之传统城市社区，回迁社区中的居民群体[3]呈现出显著的特殊性，一是回迁家庭的老

年人虽然实现了从空间位置上的城市转移，但由于城市与农村的两者迥异的生活习惯、交往模式以及其

长期生活所形成的特有的乡土文化的骤然断裂，导致老年群体在城市适应环节会出现的一些不良结果。

二是回迁社区的原住民通常有较强的地缘和血缘联系，并继承了深厚的传统文化，这种背景使得他们比

普通社区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本。 
在政府政策的推动下，回迁社区的新建加速了城镇化进程[4]。然而，在这一过程中也暴露了对新市

民家庭中的老年人群体适应不良的一些现象。陈子琪认为回迁家庭的成员在拆迁安置社区中的角色适应

在这个部分的数据表现并不是很好[5]。同时同城市社区相比，农村回迁社区在规划时大多不把新市民家

庭入住后的娱乐需求放在重要位置，往往在建成后才发现相关的健身休闲场所设置不足[6]。部分文献主

要讨论了回迁社区中老年群体的“医养结合”和“智慧养老”模式[7]，这些模式尝试提供多样化的养老

方案，提升老年人的身体健康和医疗服务[8]。然而，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老年人对新生活空间

的适应需求，适应不良导致他们在新环境中的参与度较低，甚至因为适应不良造成身心健康受损和影响

社区和谐问题，从而导致老年人生活质量下降。因此，关注回迁社区中老年人的生活空间更新和再创造

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2. 研究方法与案例介绍 

2.1. 研究方法 

1) 文献研究法。以回迁社区老年居民为关键词在 web of science、谷歌学术、中国知网等学术平台进

行资料检索，分析回迁社区老年居民的角色适应现状以及影响因素，寻找研究创新点。 
2) 深度访谈法。笔者在杭州市 Q 街道社会工作站实习期间，收集、整理 Q 街道回迁前后生活空间

变化相关资料，对 Q 街道社会工作者、社区工作者、老年居民进行了走访谈话，比较全面地掌握了杭州

市 Q 街道回迁社区生活空间现状与老年居民适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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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案例介绍 

2013 年以来，Q 街道开启十多年的快速城市化，2021 年进行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与生态修复，经过集

中整治，将原先碎片化空间进行连接，推动产城融合加速发展。此次整治涉及 7 个行政村，拆迁农户 4320
户，常住人口 21600 人。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回迁小区的建设将老年群体从原有生活环境中转移，迅速

打破了他们长期习惯的生活节奏。尽管回迁居民的户籍身份已转变为城市居民，但他们的时空观念并未

随之调整，这种现象在老年群体中尤为突出。老年人在适应城市生活时面临诸多困扰，这些困扰不仅与

他们的传统生活空间的依赖密切相关，也反映了时空观念的冲突。两种时空观的矛盾显著影响了他们的

晚年生活质量，造成了心理和社会适应上的双重压力。老年群体在适应城市生活时却面临许多实际困扰，

这些困扰也与他们对传统生活空间的依赖密切相关。因此，针对回迁社区的老年群体的生活空间改造可

以从物质空间维度进行老年群体公共空间的创造与激活的同时；再从生活空间的维度去修复老年群体的

社会网络，进一步拓展老年群体的社交圈，为其适应城镇化的回迁社区生活提供支持与帮助。 

3. 更新：生活空间的转变与困境 

3.1. 生活空间的变化 

回迁社区的新建使得新市民家庭发生了物质空间的变化，然而，老年群体在安置过程中[9]则面临着

物质空间的限制和挑战：从原有的城市旧区转变为新的居住空间使得他们需要在有限的空间内重新安排

生活，以适应新的居住环境。 
老年群体除了面临物质空间的转变外，空间再生产还涉及社会关系的重构和社会文化的再生产。在

迁入新的安置小区后，老年居民需要重新建立社区关系，形成新的社交网络。同时，他们的生活方式、

价值观念、文化习俗等也会在新的环境中发生变化。 

3.2. 生活空间的使用困境 

在调研走访过程中，笔者发现 Q 街道虽然拥有较为完善的居民活动空间和图书室等设施，但这些场

所的使用率却很低，许多设施几乎没有被使用。社区老年人倾向于在小区通道和大门口的小广场上闲聊、

打牌，而不是利用这些室内活动空间。这不仅影响了社区形象，还给社区治理带来挑战，例如广场舞扰

民、占据消防通道等问题。社区干部和物业人员经常劝阻老年人，但效果不佳。通过采访了解到，许多

老年人认为这些设施并不适合他们的需求，他们更喜欢在户外活动，因为室内活动室对他们来说不够实

用或者不符合他们的兴趣。这种现象显示了老年人在回迁社区中的需求和感受被忽视，他们通过选择不

使用这些空间表达了对自身需求未被满足的不满，而这些冲突的背后是老年群体被忽视的生活空间适应

和使用的困境。 
1) 新旧生活习惯的冲突 
过去的独门独户的居住模式转变为现在的单元楼栋，这种转变带来了居住空间的重大调整。回迁社

区的老年人依然用传统的农业社会的生活惯习处理如今的城市生活。部分老年人在熟悉的旧邻居面前表

现得十分健谈和活跃，然而，当他们回到自己的楼栋，面对陌生的环境和新邻居时，却表现出冷漠或者

拒绝沟通。 
2) 原有认知的格格不入 
新公共区域的使用方式与老年群体的原有认知不匹配，老年人习惯于利用原有的农村开放空间，但

这些空间现如今在城市社区中，被改造为楼道和绿地，而老年人习惯性地将农具放在公共区域，导致楼

道堵塞，影响安全。部分老年居民在绿化带上种菜，破坏社区的绿化环境。对于城市空间来说，这些行

为会影响社区面貌并影响其他居民的权益，老年群体也会因此受到一定的制约和惩罚进而导致其心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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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而出现拒绝整改的行为。 
3) 社会支持的碎片化分布 
农村社区转变为城市社区的过程中伴随着产业的调整和变化，部分居民的工作也要随之调适。Q 社

区的许多老年人在原先的织造工厂帮工，同时照看孙辈。然而，随着城市规划的改变，工厂的搬迁导致

这些老年人产生孤独感和社会隔离感，因为他们失去了一部分原有的邻里关系和朋友支持。旧有的社区

支持系统在新环境中可能不再适用，他们需要找到新的支持资源来弥补这一空白。 
这一变动不仅影响了老年群体的经济收入，还可能带来心理上的困扰：失去兼职工作安排，可能导

致老年群体生活节奏被扰乱，缺乏生活的方向感和目标感。 

4. 再造：生活空间的重构 

面对老年人对社区活动空间使用不足的困境，Q 街道决定采取积极措施，通过整合街道办事处、社

会组织、社区居委会等多方力量，推动生活空间的再造。这一举措旨在重新设计和优化社区空间，以更

好地满足老年人的实际需求和生活习惯。具体来说，Q 街道计划在活动空间的规划中，更多地考虑老年

人的使用习惯和偏好，例如提供更适合的户外活动场所、设置功能简洁的休闲区以及组织适合他们的活

动项目。通过这些措施，Q 街道希望能够为老年人创造一个既舒适又充满活力的生活环境，使他们能够

更好地融入社区，并提升整体的生活质量。 

4.1. 物质空间维度：公共空间的创造与激活 

物质空间是生活空间再生产的核心要素，要保障供给质量，确保使用安全便利，发挥人群聚集和社

交作用。物质空间的创造与再建设以茶馆、老年大学、居家养老照料中心等为主，党群服务中心、文化

活动中心等地为辅，促进社交互动吸引居民在公共空间停留。“乐活银龄项目”为主题，依托老年学校、

老茶馆等阵地，创设“活力智慧、专业引领”的区域学习场景，为 Q 街道老年群体提供学习、社交、沟

通互动的场所，打造“老百姓家门口的老年乐园”，让其老有所乐。 
物质空间改造的过程中建立一套系统化的更新计划，以便根据老年人的不同需求和偏好优先更新改

善相关的服务设施[10]。在今年，Q 街道已经实行全域公共空间改造与提升：提供文化艺术、助老服务等，

帮助老年人充实生活安排，丰富精神世界。公共空间的改造聚焦“回迁老年群体”的生活需求痛点定制

老年群体生活社交场景，实行全域无障碍适老化改造：在良熟村锦良嘉苑、永和村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

心无感终端安装投入使用；完成 31 位困难老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对 13 户老人完成家庭养老床位

建设，对 25 户老年人完成安居守护安装；建成 2 家街道配送餐中心，1 家老年食堂，8 个助餐服务点，

老年助餐“全城通”作为特色亮点在全市推广。 

4.2. 生活空间的维度：社会网络的修复与拓展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虽然带来了生活条件的改善，但也面临着社会网络的断裂。生活空间的创

造应借助社会网络的修复与拓展，帮助回迁社区中的老年群体重新建立有效的社会支持系统[11]，进而提

升其生活质量和幸福感。 
对于回迁社区的老年群体而言，迁移常常意味着原有社会网络的断裂，这不仅影响了他们的情感支

持，还影响了社会资源的获取。恢复社会资本的关键在于网络修复，即重建老年人与社区内外的联系。

通过现代通信技术如社交网络平台和视频通话，以及线下活动如去新建的茶馆聚会或参加老年大学课程，

都能帮助老年人重新建立联系，唤起共同记忆，从而缓解孤独感。Q 街道老年大学的课程将现代与传统

结合，包括书法、国画、传统音乐和舞蹈等，以帮助老年人保持和传承文化记忆。同时，手机基础社交媒

体使用等现代课程也可以提升老年人的现代生活能力和信息获取能力，帮助他们跨越数字鸿沟[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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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的社会交往和互利合作可以使社会行动主体逐步建立认同关系。这种认同关系不仅促进了信任、

规范和网络的积累，还推动了社会资本的再生产。认同使人们更倾向于相互合作、信任、理解和同情，

从而提高社会行动的效率，并有助于实现社区治理现代化的目标。 
提升老年居民在社区现代化过程中的生活质量，可以采取以下几个策略。首先，挖掘和传承历史文

化对于营造文化氛围至关重要。通过参与式设计等活动，唤醒居民的社区认知，增强他们的归属感，培

育公共精神，从而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通过建设缤纷的“邻聚里”，打造特色文化公园和共享空间，持

续加强文化类社团组织的建设，传递邻里之间的温暖，构建一个既有文化底蕴又有人文关怀、既有温度

又有国际范的街道。此外，对于一些对网络技术较为陌生的老人，Q 街道组织的智能技术培训，如智能

手机使用和网络购物等课程，能够帮助他们逐步掌握现代化设备，减少对新技术的抵触心理。 
在拓展社交网络方面，Q 街道鼓励老人走出家门，积极参与社区活动，与邻里建立良好的社交关系。

Q 街道通过组织邻里聚会、兴趣小组等活动，为老人提供交友的平台。同时，动员老人参与志愿服务活

动，如社区巡逻和环境保护等，让老年群体在服务中感受到自我价值和社会认同，进一步增强他们的社

区融入感。 

5. 结论 

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13]，回迁社区的兴建带来了城市空间利用的优化与美化的同时，生

活空间的更新也带给了老年群体适应城市生活的新挑战。老年群体在 Q 街道中的适应问题体现为几个主

要方面。首先，居住空间的急剧变迁和公共设施的功能失配，造成了老年人在物理环境上的不适应。传

统的生活习惯和社会网络的断裂，使得老年人在新的生活环境中感到孤立无援。 
为了有效应对这些挑战，Q 街道从以下两个维度进行综合再优化：一是物质空间的适应性改造，应

依据老年人的需求进行社区设施的提升和适老化改造，例如设置老年活动中心、改善无障碍设施等；二

是社会网络的重建与强化，包括促进社区互动，举办适老化活动，以帮助老年人重新建立社会支持系统

和情感联系。通过这些措施，缓解老年人面临的适应问题，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从而实现回迁社区的

社会整合和功能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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