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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0441  高向东 

关于切实解决本市“老漂族”问题的建议 

 

 

※背景情况※ 

上海作为流动人口的主要流入城市之一，外来老年流动

人口也在持续增长。根据上海市统计局数据整理分析，2020

年上海市外来老年流动人口（60 岁及以上）达到 65 万人，

且增长速度较快。这些外来老年流动人口中有一部分是主要

是为支持子女、照顾第三代而离开家乡到子女定居城市生活

的“老漂族”。根据我们课题组调查得出，有超过九成的老年人

是由于照顾第三代而来到上海城市。统计显示，近 10 年上

海市“老漂族”数量不断增长，截至 2020 年约有 32 万人，并

且呈现加速增长的趋势。 

“老漂族”的出现反映了我国家庭代际关系的变迁，同时

也凸显了我国婴幼儿托育体系不完善的现况。作为上海发展

的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体，在为子女的家庭做出巨大贡献的同

时，自身却承受着难以想象的孤独和烦恼。国家放开三胎生

育政策后，上海市“老漂族”数量将会快速增长，在沪居留时

间也会变长，因而他们的养老、医疗、情感等问题更需受到

政府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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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及分析※ 

通过调研得出，目前本市“老漂族”存在主要问题如下： 

1、“身心”分离。在沪“老漂族”大多是为支持子女工作、照

顾晚辈、并非自愿而随迁到上海生活的，一方面他们并不想

离开家乡，另一方面又要照顾晚辈离开故土，从而导致身心

分离和夫妻分居的困境。据《老年父母随迁大城市照顾孙辈

的问卷调研》数据显示，约有 56.25%的“老漂族”对新环境不

熟悉且宁可呆在户内，这就容易使他们出现精神孤独和身体

问题。疫情期间，“老漂族”的出行受到更大的影响，甚至出现

“有家难回”的状况。 

2、城市适应困难。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老漂族”的生活

方式、思想观念、语言表达、饮食习惯等都已长期形成而难

以在短时间内发生改变，特别是来自农村的“老漂族”更难适

应和融入上海生活环境。一项基于对上海市闵行区颛桥镇的

城市随迁老人的数据调查显示，随迁老人中有超过 20%的比

例未受到过任何教育，有近 50%的随迁老人是小学文化水

平。这些受教育程度较低的“老漂族”容易出现数字鸿沟问题，

比如城市智能化设施、智能手机、智能电器等，继而产生更

多问题，比如社会歧视、社会隔离等，这就导致他们内心极

度缺乏归属感和认同感，城市适应更加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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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消费“升级”。上海相比其它城市物价水平较高，而大

多在沪的“老漂族”收入水平相对较低。特别是来自农村的“老

漂族”，他们专职来到上海照料孙辈，除了养老金之外收入几

乎为零，很难购买想要的物品。一般而言，这些老人为了减

轻子女负担，不会轻易主动向子女寻要资金，他们又无法获

得额外收入，身心压力俱增。 

4、代际隔阂。在一项《老年父母随迁大城市照顾孙辈

的问卷调研》中，有 62.5%的“老漂族”与子女生活习惯、观

念不同。由于代际之间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差异较大，语言

交流存在障碍，育儿方式不同，很容易致使两代人之间出现

隔阂。调查发现，有部分“老漂族”甚至出现被子女冷视的现

象，这难免不会产生负面情感和消极情绪。由于老人会顾及

子女感受而不愿意表达内心情绪，长时间下身心健康无形受

到影响。此外，“老漂族”也会与孙辈产生思想冲突，甚至出现

不尊重老人的行为举止，这无疑增添了“老漂族”的心理压力。 

5、社会保障不完善。受到属地管理的原则和统筹范围

的局限性，“老漂族”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与本地老人相比

存在明显差异，这使他们面临很多困难，从而降低了在社会

保障方面的获得感。在养老保险方面，部分“老漂族”由于来

自农村，虽然他们享受着国家给予的基本养老金，但是在消

费水平较高的上海，这些养老金微乎其微。在医疗保险方面，

我国已有包括上海在内的 31 个省市实现了异地医疗结算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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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偿，但“老漂族”跨省就医仍存在着“难”和“贵”的问题。各省

市医保信息系统沟通不易，“老漂族”无法在上海的医保单位

解决医保报销手续，在垫付医药费之后，回原医保缴纳地报

销，又要经过层层审批，报销手续复杂、时间长、效率比较

低。 

―――――――――――――――――――――― 

※建议※ 

为此，提出以下建议： 

1、建立“老漂族”信息化管理库。对于在沪的“老漂族”，

政府应建立专门的信息化管理库，进行常态化养老需求收集

与评估，实施长效管理和动态化信息采集，将信息采集、核

对等纳入各区任务考核，对于弄虚作假者严厉惩罚，以更高

效管理和服务“老漂族”。 

2、加大政策扶持。加大对“老漂族”群体的政策倾斜，开

设居住证办理绿色通道。尝试试点对在五大新城退休独生子

女的“老漂族”放宽落户政策，实现权益无缝对接。推进公共

服务均等化，提高社会公共服务优惠力度，对于“老漂族”专

门制定一系列公共服务优惠，让他们真切享受到诸如地铁、

公共文化、景点服务、医疗保健服务的相关优惠政策。 

3、完善社保制度。重视“老漂族”的养老和医疗问题，减

轻异地养老和就医困难。其一，适当给予“老漂族”异地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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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贴。“老漂族”照顾晚辈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政府和社会托

育负担，为上海婴幼儿的健康成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因此，

政府可以根据家庭婴幼儿数量对“老漂族”进行财政补贴，这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促进三孩生育。其二，相关医疗部门应加

强与其它省份的医保衔接，扩大异地就医联网结算范围，优

化异地就医工作流程和环节，推动制度和技术创新，切实减

轻异地报销困难和就医困难。完善医疗服务体系，制定试点

高龄“老漂族”定期身体免费检查政策。 

4、助力融入上海。加大社区扶持力度，帮助摘掉“老漂

族”标签。其一，鼓励社区工作人员引导“老漂族”树立积极的

心态，合理调节不良情绪，更多走出户外体验生活，深入融

入上海。其二，搭建线上线下互动空间。为“老漂族”构建社

区支持网络，搭建认识和互助平台，比如老年同乡会，帮助

他们结交来自同一地方的老人，实现互助养老、共同养老。

其三，举办专项社会活动，推动“老漂族”融入社区各项活动，

丰富精神文化生活，使其逐渐成为“局内”群体。其四，鼓励

社区工作人员帮助他们学习普通话等各项技能，开设老年专

门培训课程，缩小数字鸿沟。 

5、引导志愿服务。“老漂族”难免会遇到精神孤独、心理

问题，政府应为“老漂族”和社会志愿者搭建沟通桥梁，鼓励

社会人员参与志愿服务，充分利用空闲时间陪伴“老漂族”，采

取一对一、一对多帮扶，满足精神慰藉和情感需求，帮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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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深入了解上海。另外，鼓励社会媒体积极宣传关爱“老漂族”

的信息，倡导当地老人接纳“老漂族”，营造积极的“老漂族”社

会氛围。 

6、“照料”技能培训。以政策支持、政府引导、社会参与、

财政资助方式，探索设立提高“老漂族”孙辈照料技能的培训

基地，以提升孙辈照护技能。培育专业老年社会服务队伍，

引导社会机构和社区工作人员对“老漂族”开展全方位技能培

训，对参与教学和学习的成员进行适度补贴。“老漂族”孙辈照

料技能的提升有助于婴幼儿健康成长、三孩的生育，并能缓

解精神和情感孤独等问题。 

7、完善婴幼儿托育体系。“老漂族”群体的日益庞大从侧

面反映了婴幼儿托育体系不完善，应加快公共托育服务体系

的建设和监管，为托育机构的选址和建设提供支持，注重从

业人员的服务质量，增强托育服务机构的责任感，适应三孩

生育的需求，并提高婴幼儿和儿童福利。 

8、给予适当生育补贴。给予三胎生育家庭补贴，对于

家中没有健在老人的流动家庭，政府可以购买照料服务。提

高妇女保障权益，制定针对性法律法规，严禁生育三胎妇女

的就业歧视。制定延长生育妇女带薪休假时间，完善弹性工

作制度，鼓励父母直接照顾儿童，降低对老人的依赖，从而

推动“老漂族”回归故乡，安享晚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