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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Cite Space国内外随迁老人社会融入问题研究

热点的可视化分析
魏孟飞 王丽敏

浙江中医药大学，浙江省杭州市，310053；

摘要：背景：全球人口流动与老龄化进程加速，随迁老人因社会网络断裂与文化差异面临显著融入困境，成为国

内外政策与学术关注的焦点。目的：通过 Cite Space 可视化分析，揭示该领域的研究热点与演进路径，为制定

精准干预策略提供依据。方法 中文文献以中国知网、万方、维普为数据库，英文文献以 PubMed、Scopus、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为数据库，基于 Cite Space 软件，系统分析自建库—2025 年中外文献（有效样本 1196 条），

结合文献计量、合作网络及关键词共现等方法，对比国内外研究特征。结果：国内研究自 2014 年快速增长，聚

焦社会融入、社区参与等宏观议题，但学科交叉不足；国际研究起步较早，具有周期性特点，注重心理健康、文

化适应等微观机制，跨机构合作显著。关键词突现分析表明，国内外共同关注社会支持的作用，但国内侧重家庭

与社区干预，国外强调政策整合。结论：借鉴国外“文化敏感性干预”模型，开发符合我国文化特征的融入策略，

构建“家庭-社区-政策”三位一体的随迁老人社会融入支持网络，推动随迁老人的包容性社会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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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迁老人是指因家庭成员（尤其是子女）迁移而随

之搬迁到新城市的老年人群体。他们通常是为了支持子

女的事业发展、照顾孙辈或是因为子女的养老需求而迁

移
[1]
。国际移民组织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全球跨境迁徙

群体规模中约有 3430 万老年人（65岁及以上），占移

民总数的 12.2%
[2]
。我国老年流动人口达 1778 万，占

总流动人口 7.2%
[3]
。因“流动”和“老龄化”的双重特

征，随迁老年人面临原有社会网络断裂、陌生环境及语

言文化差异等诸多挑战，出现多重适应困境，社会融入

困难。研究显示，老年群体在迁徙过程中，70%老年人

存在社交障碍与持续性孤独感，近 60%迁移家庭会经历

代际关系紧张与情感归属缺失的双重考验
[4]
。目前，随

迁老年人的社会融入和社会适应问题已成为国内外此

类人群研究焦点。因此，探索跨境老年群体社会适应研

究的学术前沿与演进路径，对比分析跨国研究成果的学

术共识与区域特性，系统梳理该领域的核心议题与关键

节点，将为后续制定精准化干预策略、完善迁移人群服

务体系奠定重要学理基础。

1 资料与方法

1.1 数据来源

本研究中文文献来源于中国知网、万方、维普数据

知识服务平台，英文文献来源于 PubMed、Scopus以及 W

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中文检索式为“随迁老人”

OR“流动老人”OR“老漂族”OR“随迁银发族”AND“社

会融入”OR“社会关系”OR“社会适应”OR“社会参与”

OR“社会同化”，英文检索式为“migrant elderly”

OR “older immigrant” OR “elderly drifters” O

R “elderly migrant” AND “Social Cohesion” OR

“Social Adaptation” OR “Social”，语言限定为

英文。检索时间为自入库至 2025 年 2 月，通过人工筛

选及 Note Express 软件去重功能，筛除重复文献、会

议论文、新闻以及与主题不符的文献。

1.2 研究工具与方法

本研究依托 Cite space 6.3.1R4 技术实施三阶分

析流程：（1）数据预处理环节配置参数方案：时序切

片（中文文献 1995 至 2025 年度/英文文献 1981 至 202

5 年度），步长设为 1年，采用前 50位高频数据截取策

略；（2）算法优化阶段运用路径寻优算法实施网络修

剪；（3）可视化呈现阶段通过知识图谱拓扑结构解析

与计量统计相结合的研究路径，系统揭示该领域知识生

产规律与学术前沿动态。

1.3 研究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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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遵循以下系统性分析路径：①文献计量特征

解析：系统梳理国内外随迁老人社会融入领域文献的发

文量时序演变规律，并对学科分布特征及研究方法进行

量化统计与分类归纳；②合作网络可视化：运用 Cite

Space 软件构建作者共现知识图谱，通过节点密度、中

介中心性等指标，深度解析该领域核心研究者、跨学科

合作团队及机构协同网络的分布特征与演化模式；③研

究热点挖掘：基于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结合突现词检

测与聚类分析，识别高频主题词及其关联强度，揭示随

迁老人社会融入研究的核心议题、前沿方向及中外学术

关注差异。

2 结果

2.1 国内外随迁老年人社会融入领域的发文量趋

势分析

经系统性文献检索，初筛获得随迁老年群体相关文

献 6257 项（外文文献 4216 项，中文文献 2041 项），

经双重过滤机制（主题相关性与文献去重）处理后，有

效样本总量 1196 项（中文文献 686 项，外文文献 510

项）。截至监测窗口期结束，全球学界关于随迁老龄人

社会适应问题的学术成果数量整体保持上升态势。国外

研究呈现以 5-7 年为阶段的周期性波动特征，其中年度

产出高峰值为 2022 年；国内研究自 2014 年进入学术关

注加速期，至 2023 年实现研究产出量级突破。详见图 1

发文量趋势图。

图 1 国内外随迁老年人社会融入领域的年发文量趋势图

2.2 国内外随迁老年人社会融入领域研究的作者

分析

本研究基于作者合作网络分析发现，国内学术合作

网络（图 2）共包含 316 个研究主体和 113组合作关系，

网络紧密程度（Density=0.0023）；国际学术网络（图

3）则呈现更活跃的合作态势，具有536 个研究节点和 6

60 组学术联系，网络密度（0.0046）显著高于国内。从

学术生产力分布来看，国内核心作者群体以刘庆（4篇）

为代表，包括万珊珊、何佳琪等 6位学者均保持 3篇发

文记录；国际学术圈则以 CHIRIBOGA DA 和 JANG Y（各

17篇）为领军人物，PARK NS（13 篇）及 DONG X 等学

者紧随其后。

深入分析合作网络特征发现，国内学者合作呈现显

著的地域集聚性。重庆工商大学谭勋仙团队、华北理工

大学何佳琪研究组以及南京邮电大学人口研究院胡雅

萍课题组等均以机构内部合作为核心特征。相较而言，

国际学术合作展现出鲜明的跨学科交叉特点，形成三个

典型合作集群：佛罗里达大学精神病学专家 CHIRIBOGA

DA 与南加州大学多学科团队建立的心理学-老年病学协

作网络；罗格斯大学 DONG X 与爱荷华大学 GUO M 构建

的精神卫生研究联盟；以及墨尔本大学 BRYANT C 联合

医疗机构专家形成的老年精神病学创新团队。这种跨机

构、跨专业的协同研究模式显著提升了国际学术网络的

整体关联度。

图 2 国内随迁老年人社会融入领域研究作者共现知识图谱

图 3 国外随迁老人社会融入领域研究作者共现知识图谱

2.3 国内外随迁老年人社会融入领域研究的关键

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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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随迁老年人社会融入领域研究的关键词共线分析

在共线性知识网络的可视化表征中，节点尺寸与其

在文献集合中的出现频率呈正相关关系，具体表现为图

形化元素半径随词频增长而扩展。外沿的紫色环形区域

则用以反映衡量节点枢纽作用的中介中心性指标，该参

数通过标准化处理后的数值区间为 0至 1，其中数值越

高表征该术语在知识网络中的拓扑重要性越显著。根据

领域研究惯例，当该值突破0.1 的临界阈值时，即可判

定该词汇节点在语义网络中处于具有较高枢纽地位的

关键节点类别。

在国内文献中紫色圆圈明显且排除核心检索词的

关键词有“小组工作” “社会资本”“城市适应”“在

社会化”，国外文献中关键词 “united states” “s

ocial support” “cultural factor”“adaptation-

psychological”较为明显（图 4-5）。

图 4 国内随迁老年人社会融入研究的关键词共线图谱

图 5 国外随迁老年人社会融入研究的关键词共线图谱

2.3.2 随迁老年人社会融入领域研究的关键词突现分析

在学术分析工具 Cite Space 中，突发性词汇特指

特定时段内研究术语的频次呈现显著增长态势，这类词

汇能够有效反映该时期学界的关注焦点及领域演变方

向。相关参数中，begin 对应突发周期的起始年份，en

d 标记该术语活跃期的终止年份，strength数值则表征

术语的突发强度指标，其数值大小与学术影响力呈正相

关关系。

国内最常被引用的前 25 个关键词突现图谱中“精

神生活”、“城镇化”是最早出现的突现词，“在社会

化”是持续时间最长的突现词，近期成为热点的突现词

有“social adaptation”“体育锻炼”，“小组工作”

“城市适应”“农村”等关键词影响力较大。国外的前

25个关键词突现图谱中“controlled study”最早出现，

“age distribution”突现时间最长，近期成为热点的

突现词有“health insurance”，“human experiment”

“psychological aspect”“controlled study”“s

ocial status”等关键词影响强度较大（图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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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7 国内外随迁老年人社会融入研究关键词突现图谱

3 讨论

3.1 国内外随迁老人社会融入研究的特征与差异

本研究通过 Cite Space 可视化分析发现，国内外

关于随迁老人社会融入的研究在发文趋势、合作网络及

热点议题上存在显著差异。从发文量来看，国外研究起

步较早（1972 年前后），发文量于 2022 年达到峰值；

国内研究则自 2014 年开始，但增长速度较快，2023 年

成为研究高峰期，此趋势与我国城镇化进程加速和老龄

化问题凸显密切相关。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数据显示，

截至2023 年，我国随迁老人数量已突破 2000万，占流

动人口总量的 8.3%，推动了学界对随迁老人社会融入问

题的关注。目前，国内研究在学科交叉与机构合作方面

仍显不足，国内作者以同单位合作为主（如重庆工商大

学、华北理工大学等团队），而国外则形成了相对稳定

的多学科交叉的合作网络（如精神病学、社会学与老年

医学的跨机构合作）。“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
[5]

强调“加强跨学科研究，提升重点人群社会支持体系”，

但国内对随迁老人社会融入问题研究仍集中于社会学

领域，缺少心理学、公共卫生学、老年学等学科的深度

参与。

关键词分析进一步揭示了国内外研究热点的差异

性。国内聚焦于“社会资本” “在社区化”等宏观议

题，而国外更关注“文化适应”“心理健康”等微观机

制。国内高频关键词“小组工作”“社会工作”体现了

实务干预的探索，而国外关键词“Cultural character

istics”“Social cohesion”则反映了对文化冲突与

社会整合的理论探讨。国内外政策差异可能是研究视角

差异化的原因。我国《“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

养老服务体系规划》
[6]
提出“推动社区适老化改造，完

善代际互助机制”，即重在社区工作模式；而西方国家

（如美国、澳大利亚）更注重移民政策与文化多样性管

理
[7]
，即重视社会融入的文化与社会特征研究。

3.2 社会融入的核心议题与政策启示

本研究表明，随迁老人的社会融入障碍主要源于社

会网络断裂、代际矛盾与文化隔阂。国内突现词“城镇

化”“城市适应”的长期跃，反映了户籍制度与城乡二

元结构对随迁老人的持续性影响。国外研究则通过 Soc

ial isolation、Cultural factor 等关键词，揭示了移

民老年群体在语言、价值观层面的边缘化困境。值得注

意的是，社会支持是国内外共同的核心调节因素。国内

研究强调家庭支持与非正式社会网络的作用，而国外更

关注社区资源与政策支持的协同效应。澳大利亚通过“M

ulticultural Access and Equity Policy”为移民老

人提供语言服务与文化适应培训，我国可借鉴此类经验，

结合《关于推进老年友好型社区建设的指导意见》，推

动社区服务中心与家庭支持的联动。

此外，国内干预实践以“小组工作”“社区活动”

为主，但缺乏长期追踪与效果评估；国外则通过“心理

健康服务”“文化适应项目”等形成系统化干预体系。

未来需加强政策衔接，如将社会融入指标纳入《国家基

本公共服务标准》，并建立跨部门协作机制，整合民政、

卫健、教育等资源，形成多维支持网络。

3.3 研究局限与未来方向

本研究存在以下局限性：一，数据来源限于中英文

数据库，未涵盖其他语种文献；二，关键词聚类分析受

限于 Cite Space 算法，可能忽略部分边缘议题。未来

研究需拓展数据来源语言，可引入混合研究方法，扩充

该领域的研究实践。

4 结论

基于 Cite Space 可视化分析，本研究梳理了国内

外随迁老人社会融入领域的研究动态，并从发文趋势、

学者与组织合作特点、研究焦点关键词等方面分析了国

内外随迁老年人社会融入研究的异同。我国相关研究起

步晚、增长迅速，但学科交叉与机构合作薄弱，核心作

者群尚未形成的特点；而国外研究则呈现开展早、周期

波动、跨学科与多机构合作协同特征。在随迁老人社会

融入促进研究上，国内重视社区干预与家庭支持，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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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注重心理健康服务与政策整合。总体上，国外研究因

起步早，相关干预策略较为成熟，因此，国内可借鉴国

外“文化敏感性干预”（Culturally Sensitive Inter

vention）模型，开发符合我国文化特征的融入策略，

构建“家庭-社区-政策”三位一体的随迁老人社会融入

支持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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