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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迁老人的代际支持问题已成为中国老龄化社会的重要议题，但既有研究较少关注其内部异质性。本研

究采用质性研究方法，通过对8位养老型与育幼型随迁老人的深度访谈，运用Colaizzi现象学分析法，系

统地比较了两类群体代际支持状况的异同。研究发现：经济支持层面，养老型偏向单向依赖子女供给；

育幼型则呈现以劳代酬的双向交换模式。生活照料层面，养老型以自我照料为主，甚至反向照顾子女；

育幼型照料模式表现为责任伦理主导下的代际互助与失衡共存。精神慰藉层面，两类老人均存在情感表

达内敛与交流浅层化的特点，但育幼型通过跨代相处实现隐性情感补偿，养老型则依赖社区同辈网络。

研究揭示了不同迁移动机下的随迁老人代际支持状况的异同，为引导家庭成员形成良性支持机制，完善

差异化养老服务政策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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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ssue of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for the relocated elderl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topic in 
China’s aging society, but established studies have paid less attention to their internal heterogene-
ity. This study adopts a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 to systematically compare the similaritie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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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ces in the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status of the two groups through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eight elderly and child-rearing relocated elders, and utilizes Colaizzi’s phenomenological anal-
ysis. The study found that, at the level of economic support, the elderly group was more likely to 
rely on their children’s support, while the child-rearing group showed a two-way exchange pattern 
of labor instead of pay. At the level of life care, the old-age type mainly takes care of themselves and 
even takes care of their children in the opposite direction, while the child-raising type’s care model 
is characterized by intergenerational mutual support and imbalance under the ethic of responsibil-
ity. At the level of spiritual comfort, both types of elderly are characterized by introverted emotional 
expression and shallow communication, but the child-rearing type realizes implicit emotional com-
pensation through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s, while the elderly type relies on community peer 
networks. The study reveals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the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status 
of the relocated elderly under different migration motives, and provides a basis for guiding family 
members to form a benign support mechanism and improve the differentiated elderly service poli-
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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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我国城市化进程加速、人口老龄化趋势加重以及家庭结构小型化等多重因素影响下，一个庞大的

群体正穿梭于城乡之间——他们或为安度晚年投奔子女，或为照料孙辈离开故土，成为“流动的银发族”。

据《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 2018》数据显示，国内有流动老人近 1800 万，占全国 2.47 亿流动人口的 7.2% 
[1]。随着家庭结构核心化与二孩政策效应释放，未来随迁老人群体仍将持续扩大。他们带着不同的期待

离开故土：有人怀着“养儿防老”的传统信念，期望在城市中安享晚年；有人则以“照料孙辈”为纽带，

试图在代际互助中维系家庭运转。然而，无论是养老型还是育幼型，这些随迁老人共同面临着“老年”

与“流动”的双重挑战：身体机能衰退与异地适应压力叠加，传统家庭角色与代际权力关系重构，使得

他们的生存境遇远比想象中复杂。 
通过查阅大量文献发现，现有研究多将随迁老人视为同质化群体，偏重于宏观叙事，而较少有深入

的微观分析[2]，忽视了迁移动因对随迁老人生活逻辑的深刻形塑。本文以现象学分析法为工具，通过对

养老型与育幼型两类随迁老人进行深度访谈，深入比较其在生活照料、经济支持与精神慰藉三个层面的

代际支持[3]异同，试图揭示不同迁移动机下老人在随迁家庭中的代际支持状况及其背后的成因。 

2. 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目的抽样法，于 2024 年 11 月~12 月将天津市静海区某社区 8 名老年人列为研究对象。

纳入标准：① 年龄 ≥ 60 周岁的老年群体；② 户籍为非本市户口；③ 随迁时间 ≥ 1 年；④ 无明显认知

障碍，能有效沟通和交流；⑤ 获得受访者本人的知情同意，自愿参加访谈。本研究共收集受访对象 8 人，

分别以编码 P1~P8 替代。基础信息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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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表 1. 基础信息 

编号 性别 年龄 随迁原因 户籍所在地 现居住方式 

P1 男 78 岁 养老 河南省 丧偶，工作日独居，休息日与儿子共同居住 

P2 女 74 岁 养老 山东省 丧偶，与儿子一家共同居住 

P3 女 83 岁 养老 黑龙江省 丧偶，与儿子一家共同居住 

P4 女 72 岁 养老 山东省 丧偶，与儿子一家共同居住 

P5 男 63 岁 育幼 山东省 与配偶分居，和女儿一家共同居住 

P6 女 65 岁 育幼 河北省 同配偶、子女一家共同居住 

P7 女 63 岁 育幼 山东省 与配偶分居，和儿子一家共同居住 

P8 女 60 岁 育幼 河北省 与配偶分居，和儿子一家共同居住 

2.2. 研究方法 

根据研究目的与文献资料回顾，初步制定半结构式访谈提纲，在专家指导下进行修改后，对 2 名老

年人进行预访谈，然后根据预访谈的结果再次修订，最后确认访谈提纲。访谈提纲包括：(1) 个人基本信

息：年龄、性别、随迁原因、随迁时间、户籍所在地、居住方式；(2) 经济支持层面：主要经济来源、经

济支出结构、子代父代间双向经济支持情况；(3) 生活照料层面：日常生活自理程度、家庭中主要家务分

工情况、子代父代间双向生活照料情况；(4) 精神慰藉层面：对随迁生活的适应程度、融入新环境的方式

或途径、每周与子女交流的次数、对当前随迁生活的整体感受和满意度等。按照既定访谈提纲进行半结

构式深度访谈，直到无新主题出现，信息达到饱和时停止访谈。 

2.3. 统计学分析 

每次访谈结束后 24 h 内将录音内容转化成文字，针对 8 位研究对象约一万字的访谈资料逐句进行分

析。采用 Colaizzi 现象学 7 步分析法[4]对访谈资料进行分析，即：(1) 仔细阅读受访者资料；(2) 分析有

重要意义的资料；(3) 编码重复的观点；(4) 汇总编码后的观点；(5) 写出详尽的描述；(6) 分析相似的观

点；(7)提炼观点，返回受访者处求证。 

3. 研究结果 

3.1. 经济支持层面主题分析 

3.1.1. 养老型随迁老人单向经济依赖模式 
养老型随迁老人的经济支持体系以子女向上流动为主，通过子女提供的实物供给、现金支持以及财

产管理，呈现出高度的单向依赖特征。P1：“河南老家的养老金，老家的地还有一些钱，孩子们都给我

存着了，钱都是他们给。”P2：“我个人几乎花不到什么钱，基本是儿媳妇买了东西一起吃用。”P3：
“水果、米、菜啥的他们都给买好了。”这种“无需开口、应有尽有”的支持体系下老人保持着传统家长

的权威，通过放弃经济自主性和克制经济需求表达来维持代际尊严与平衡。P1：“我也没要过钱，是他

们主动给。”P4：“没主动找孩子们要过钱。” 

3.1.2. 育幼型随迁老人以劳代酬的双向交换模式 
育幼型老人通过子女定期补助、专项支出覆盖等获得带有一定劳务补偿性质的经济支持，P5：“他

们每个月都会给我们三到五百的，逢年过节也会给我们红包。”P7：“比如买菜或者给小孩买东西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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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会给(钱)。”P8：“他们每隔时间都会给点儿钱。”又通过做家务、育幼等以劳代酬的方式和对孙辈的

反向小额补贴实现对子女的变相经济支持，形成较为公平的代际互助。P5：“双方付出的都差不多，这

个凭良心说，咱还帮助他看孩子。”P6：“给他们看孩子、接孩子其实就算是一个很大的经济帮助了。”

P8：“我们花钱的地方比如说要带着孙子出去玩、买点东西，就不跟他们要钱。”这种“以劳代酬”的

逻辑使老人将自身价值与家庭功能绑定，但也导致其经济安全感依赖于子女的主观意愿。P6：“我也不

主动提，也不会要(钱)，凑合过就算了。孩子偶尔也会给，平常自己花就花了。” 

3.2. 生活照料层面主题分析 

3.2.1. 养老型随迁老人子女参与缺失下的自我照料模式 
在生活照料层面，养老型随迁老人多以“被赡养者”身份进入子代家庭，其生活照料依赖子女的主

动参与，但现实中常面临子女因工作压力导致的照料缺位，转而通过自我照料维持生活秩序[5]。本研究

中涉及的所有随迁老人均属于自理型老人，其中养老型随迁老人均强调自己在日常生活中的自理能力，

突显“自我照料”的核心地位。P1：“我生活能自理。我自己做饭吃，这边还有一小块地，我种菜都吃

不完。”P3：“咱都自己能给自己料理好。”然而养老缘由下随迁的老人在实际随迁生活中却存在如仅

在生病等应急场景下照料和短期探访等子女参与照料不足的问题，甚至部分老人需要承担照料子女的工

作。P1：“儿子回来这儿的时间短，周末待两天就走，基本上他不在家，我自己做饭，他在这儿就帮我

做做。”P2：“除非是生病和一些必须需要她们的事儿，让她们来，其他我自己能做的都做了。”P3：
“平常就下班后给儿子做个晚饭。”P4：“我就平时晚上等她们七点多下班了给他们做做饭，完了洗洗

碗之类的。” 

3.2.2. 育幼型老人的责任伦理主导下的代际互助与失衡共存 
研究发现育幼型随迁老人生活照料模式呈现“责任伦理主导下的代际互助与失衡共存”特征。首先，

该类型老人普遍以代际责任伦理为行为逻辑，将照料孙辈视为自己的“义务”，并且心甘情愿、不计回

报地付出。P5：“看孩子等于义务，这也是变相地帮助他们。”P6：“就需要他们过得好啊，不太在乎

他们做什么，我甘愿多付出一点。”其次，代际失衡在照料分工中尤为显著，老人在家务劳动中承担主

要责任，而子代因工作压力仅提供间歇性协助，形成“非对称性互助”P6：“做饭、看孩子、打扫卫生，

平常这些家务都是我来干，他们有空，他们也干。”P7：“子女上班累了，我会帮忙打扫卫生。”P8：
“家务一般我带着孙子就做了，儿子儿媳都上班，回不来也没时间。”尽管老人并不计较平等，但其付

出远超子代的回馈，反映出了责任伦理观念下代际支持向下倾斜的失衡。P5：“都是孩子嘛，基本上付

出不对等，就是咱付出多点。”P6：“不需要他们给我什么。”P7：“家人不会计较太绝对的平等，不

能算得太清楚了。” 

3.3. 精神慰藉层面主题分析 

3.3.1. 情感需求表达的内敛性 
在精神慰藉层面，两类随迁老人均展现出中国传统家庭文化中情感不外露的传统特质。P1：“孩子

都忙不愿意麻烦他们。”P4：“回来都挺累的了，就想让他们赶快休息，也不多问，都是当父母的，也

心疼儿女。”P5：“不会多问，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孩子都大了。”P6：“说多了怕他们也担心。”这

种情感内敛性源于代际间的“体谅伦理”，即老年人通过自我情感压抑来维系家庭和谐，但如若双方的

需求长时间不能有效传达和反馈，最终便会影响家庭代际关系的亲密程度[6]。 

3.3.2. 代际情感沟通的浅层互动与边界意识 
本研究中的两类随迁群体在代际情感交流中多止步于浅层互动，并且具有较强的边界意识。P2：“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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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人有老人的看法，孩子有孩子的看法，想法不一样，互相之间也都不用管太多。”P3：“平时吃饭

的时候聊聊天，说几句。”P5：“顺其自然就行了，也不会强求人家去跟你聊天或者怎么样。”P7：“年

龄大了，也没法干涉人家的工作，也帮不上什么忙，关心也没有用。”这种边界意识的形成既包含老年

人对自身社会角色转变的认知，也反映出数字化时代代际知识鸿沟的扩大。 

3.3.3. 精神慰藉渠道的“去中心化”转向 
研究发现老年人已突破传统家庭中心主义的精神支持模式，构建起社区、网络等多元化的情感支持

网络。P2：“不用倾诉，我天天吃完饭遛一圈，然后回去看看手机就完了。”P4：“平时就在小区里坐

坐，碰上经常一起坐着的就聊几句，没事儿也玩玩抖音。”P5：“就看看手机转移一下注意力，或者和

他们(社区中其他老人)一起下下棋，通过这些排解一下自己的心情。”P7：“平时孩子们下班了后就经常

会一起聊天，有时候还会一起拍个抖音。”这种转变印证了随迁老人社会支持网络重构理论，特别是智

能手机的介入显著改变了老年人的情感表达方式，如 P7 所述“和孩子一起拍抖音”体现出技术赋能的代

际互动特征。 

3.3.4. 发展适应性心理调适策略 
养老型随迁老人依赖生活惯性和外部活动转移注意力，通过维持既有生活节奏消解孤独感。P1：“没

什么不满意，说实话习惯了。”P4：“平时就在小区里坐坐聊聊，没事儿也玩抖音。”而顾孙辈型老人

则从育儿角色中获取价值认同和情感慰藉，体现出任务型情感补偿机制。P5：“也挺享受，像接小孩儿

放学，他有生命力嘛，就有说有笑的。”P6：“我也不孤独，因为还有老伴儿，我们两个在这儿，他去接

孩子我在家做饭。”其心理韧性源于对家庭贡献的自我肯定和与孙辈相处获得的幸福感[7]。 

4. 讨论与建议 

4.1. 完善异地养老政策，加强随迁老人经济保障 

研究揭示了两类随迁老人在经济支持模式上的分野。养老型老人呈现出明显的单向经济依赖特征，

这种根植于传统孝道伦理的供养模式，在土地流转滞后与异地医保衔接不畅的现实中，正面临着代际权

力失衡的潜在危机。在“供养型代际关系”理论[8]中，当老年群体缺乏自主经济来源时，其生存质量实

质上受制于子代的赡养意愿。为破解这一困局，可借鉴陆晋文(2019)提出的跨省养老金结算方案[9]，同时

探索农村土地收益向老年群体倾斜的创新机制，如在集体土地流转中设立养老保障专项账户。 
相较而言，育幼型老人通过“以劳代酬”方式构建的代际契约更具双向性，但隐形的经济代价往往

被忽视。李晓宁(2022)的追踪研究显示，持续照料孙辈使该群体劳动参与率下降 37% [10]，老人晚年储蓄

被育儿支出持续侵蚀。对此，广西“社区 + 家庭”互助模式(刘佩瑶，2015)提供了可行参照，通过政府

购买家政服务为照料者创造缓冲空间，同时建立“照料者津贴”制度以量化家务劳动价值[11]。值得注意

的是，部分老人为减轻子女负担进行的反向经济补贴，亟须通过家庭财产协议明确代际责任边界。社区

可联合法律机构开展家庭财产规划指导，避免孙辈抚养支出过度挤占老人储蓄。 

4.2. 社区协同发力，实现生活照料层面的责任伦理重构 

养老型随迁老人的自我照料现象折射出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邢阳春(2019)发现，随迁老人对社区服

务的需求与供给存在结构性错位，武汉大学社区的实践表明，可通过整合社区卫生站、高校志愿者和家

政公司资源[12]，构建“15 分钟应急响应圈”，有效填补子女照料缺位。对于子女照料参与不足问题，可

通过实行弹性工作制度、带薪假期等举措，为家庭养老照料者提供就业支持，帮助其平衡工作责任和家

庭责任[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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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幼型老人的责任伦理失衡反映代际权力关系向下倾斜。隔代照料与老年人劳动供给研究证实，照

料负担与老年人身心健康呈负相关[14]，需建立代际分工评估工具，量化老人家务贡献并推动子代责任回

归。社区可开展“代际共育工作坊”，通过角色互换体验增进子女对老人付出的认知。此外，王智灿(2020)
提出的“社会托幼服务替代效应”为减轻老人负担提供了路径[15]，通过政府购买专业育儿服务，发展普

惠性托育机构，将老人从全天候照料中部分解放。 

4.3. 强化精神慰藉层面的支持网络创新 

数字时代的到来，带来代际沟通壁垒的同时，也拓展了代际间交流互动的方式和渠道。可以通过“数

字反哺”的方式，亲代和子代共同学习数字技能，消弭数字鸿沟，互为对方提供情感支持，增进亲子关

系。例如在社区内举办“代际数字学堂”活动，以孙辈为媒介设计跨年龄学习项目[16] (郑素侠，2018)。
此外，可借鉴 Kumpfer 韧性框架[17] (Yuetal., 2024)，培育老人新媒体使用效能感，例如通过抖音短视频

创作强化自我价值认同，拓宽精神支持网络。 

5. 结语 

养老型与育幼型随迁老人作为老年流动人口的主要构成部分，其生活诉求与适应困境呈现出显著差

异。本文聚焦随迁老人群体内部的异质性，基于深度访谈与现象分析，分析了两类随迁群体在经济支持、

生活照料、精神慰藉层面的代际支持模式异同，并提出了差异化代际支持策略。本研究不仅有助于引导

家庭成员形成良性支持机制，缓解随迁老人因角色转换产生的心理落差，也能为社会政策制定者提供差

异化的干预视角，从而在维系传统孝道文化的同时，激活现代社会多元支持网络，最终实现代际资源在

家庭单元与社会系统间的动态平衡，为老龄化社会背景下的人口流动治理提供更具温度的人文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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