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城市老龄化快速提升，“老漂族”群体日益庞大

“在外上班很辛苦，要干10小时，尤其是现在
高温天气，稍不留神就会中暑。”李刚说。

身体上的劳累辛苦，或许还不是老年流动人
口们面临的最大问题，城乡差异、社会交往、代际
冲突、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等，都是老年流动人口
所面对的现实困境。

2021年重阳节，大润发公布的《“老漂族”逛超
市报告》显示，结合了在上海门店发放的2300份
匿名问卷，和全国近500家门店的消费大数据发
现，一线城市10点前去逛超市的老年顾客比全国
高出15个百分点，近7成表示会和相熟的店员唠
家常。在其随机匿名调查的2300名老年顾客中，
随迁老人占了33%。

超市成为不少老年流动人口的社交场所，某
种程度上是不得已而为之。

“在外面打工生活环境不好，并且工地所在的
位置也比较偏远，交通不方便，没活的时候就在宿
舍刷抖音，或者和家人打视频，基本上不出工地。”
李刚表示。

刘阿姨表示，离开安逸闲适的老家，跑到大城
市里来带娃已经十分辛苦。除了身体上的辛苦还
有心理上的。平时很少和儿子儿媳沟通，对他们
的衣食住行不多过问和干涉，身边也没有朋友，会
感觉很孤单。

近年来，随着老年流动人口群体数量不断增
长，相关研究不断增加，涉及济南、杭州、广州、北
京等多“老漂族”的论文也不断发出。

比如，2019年，徐载娟等在《商业经济》上发布
的《广州市“老漂族”城市融入困境及对策研究》指
出，“老漂族”存在着社会交际、家庭关系、心理健
康、医疗保障、养老保障等问题。以社会交际问题
来看，调研显示有92%的老漂族刚到广州时不会
说普通话和粤语，导致无法跟社区的人正常交
流。近七成的广州市“老漂族”和本地人存在一定

的社交隔阂，他们表示来广州后没有交到新朋
友。可见“老漂族”面临着语言障碍、社会圈狭小、
朋友缺乏、内心孤独等社交问题。

“大城市面向我们外地老人的文化活动和服
务还是太少了，没有朋友，没有娱乐活动。年前身
体不舒服，孩子带我去医院光检查就花了好几千，
异地医保报销也困难。因为农村合作医疗的投保
地在老家，在这看病吃药都需要自费。有机会回
老家，就会拿着医保卡去开药，一个行李箱一半的
空间都用来放药。”何阿姨说。

相比医疗，对老年流动人口在城市打工的人
群来说，养老问题或许更值得关注。

周广肃指出，老龄农民工的医疗问题还好一
些，医保在我国相当于是全覆盖的，尽管报销手
续麻烦，但还是可以报一部分。养老则更为麻
烦，因为农村居民基本都是新农保，保障水平偏
低，农民工到城市打工，很少签署正规的劳动合
同并缴纳五险一金，所以这个群体的养老保险是
相对缺失的。如果再强制这部分人群到60岁就
需要退休，那么这个群体的收入到某个阶段就会
迅速下跌。

“现在也出现很多新的灵活就业形式，因此原
来的规定已经显得不是特别适用了。我建议更为
灵活地处理，根据用工的形式，在缴纳五险一金上
进行灵活的调整。”周广肃说。

记者也注意到，目前从国家、省份和城市层
面，多项政策开始改善老年流动人口的生存现状。

6月17日，国家医保局发布了《关于实施医
保服务十六项便民措施的通知》，提出允许跨省
长期居住人员在备案地和参保地双向享受待
遇。跨省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备案有效期内确需
回参保地就医的，也可以在参保地享受医保结
算服务。

供稿：《21世纪经济报道》

昨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1-7月份全国房地产
市场基本情况。

从数据来看，房地产开发投资、商品房销售面
积、房企到位资金等指标降幅均进一步扩大，其中，
商品房销售额自今年3月同比转正后，7月再次负
增长。

值得注意的是，1-7月房屋竣工面积同比增长
20.5%，显示出一年来保交楼工作的积极成效。

业内人士认为，后续购房门槛会进一步降低，
销售端有持续改善的空间；在“保交楼”目标下，竣
工表现仍会对投资带来一定支撑，但投资全年下降
趋势难改。

不过，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付凌晖在国新办
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目前房地产市场总体处于调整
阶段，随着市场调整机制逐步发挥作用，房地产市
场政策调整优化，房企风险有望逐步得到化解。近
期，北上广深一线城市密集发声，表示要支持和更
好满足刚性、改善性住房需求。部分二三线城市也
在出台新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各地房地产政策调整
优化有助于提振市场信心。随着经济恢复向好，居
民收入增加，房地产市场优化政策显效，居民住房
消费和房企投资意愿有望逐步改善。

商品房销售额再次负增长

从销售情况来看，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1-7
月份，商品房销售面积66563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6.5%，其中住宅销售面积下降4.3%；商品房销售额
70450亿元，同比下降1.5%，其中住宅销售额同比增
长0.7%。

自今年3月全国商品房销售额累计增速转正
后，7月再次负增长；同时，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累

计降幅继续扩大。
对此，广东省城规院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

究员李宇嘉指出，1-7月份，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下
跌6.5%，跌幅比上半年扩大1.2个百分点，其中住宅
销售下跌幅度（-4.3%）扩大1.5个百分点，跌幅扩大
幅度更大。1-7月份商品房销售额下跌1.5%，为一
季度以来首次负增长。环比来看，7月单月销售面
积和金额均“由正转负”，而且负增长的幅度分别为
46.1%、44.7%，即6月到7月份销售面积和金额均骤
然下跌。

对于7月销售骤降的原因，李宇嘉认为，一方
面，7月份是季节性淡季，另一方面开发商冲半年业
绩后，推盘和促销的积极性有所减弱。更重要的
是，7月份房企风险再次蔓延，各方对于后续市场的
走势再次转弱，同时7月份表态优化调整政策后，居
民也在等政策出台以决定后续的购买选择，这些都
是导致7月份销售明显下行的原因。

在易居研究院研究总监严跃进看来，销售是楼
市稳定的最基本条件，销售好，其他指标才会好，市
场信心和预期也才会好。当前销售金额指标开始
由正转负，客观上要注意风险。各地要把提振住房
消费和去库存等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去抓，尤其是
要把降低购房者购房成本和门槛，鼓励购房者积极
购房和换房等工作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对待。

不过，严跃进认为，销售端后续有持续改善的
空间。原因在于宏观经济基本面总体向好发展、二
季度一些滞后的需求会在三季度陆续释放、各地密
集的购房政策正陆续到来、房地产市场也开始走向
企稳态势。福州、厦门、沈阳、成都等地都传闻要放
松限购、限贷、降低首付比例等政策，这也说明后续
购房方面的门槛会进一步降低，有助于进一步促进
房地产交易市场的活跃。

房屋竣工面积同比增长20.5%

从投资数据来看，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
1-7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67717亿元，同比
下降8.5%；房屋新开工面积56969万平方米，同比
下降24.5%；房屋竣工面积38405万平方米，同比
增长20.5%。

中指研究院市场研究总监陈文静指出，1-7
月，房屋新开工面积和房地产开发投资累计同比
继续下降，且降幅进一步扩大，7月单月，房地产开
发投资同比下降12.2%，连续3个月降幅超10%，房
屋新开工降幅略有收窄，但仍接近三成。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房地产开发投资、新开工
面积累计降幅扩大，但是房屋竣工面积却同比增
长了20.5%。

对此，严跃进认为，竣工指标充分说明一年
来保交楼工作是积极有成效的，这和保交楼的总
体工作定位、各类专项借款资金积极导入等有
关。在下半年保交楼工作中，进一步落实各类资
金非常关键，要积极促进各类资金优先导入到楼
盘建设中，尤其是近期一些房企债务压力的消息
有所增加，对于此类房企而言，更是需要做好保
交楼的相关工作，更好维护和保障购房者的合法
权益。

陈文静认为，短期来看，新开工低基数效应继
续显现，累计同比降幅或有所收窄，但整体难有明
显改善。在“保交楼”目标下，竣工表现仍会对投资
带来一定支撑，但投资全年下降趋势难改。

房企资金状况继续恶化

从房企资金状况来看，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

示，1-7月份，房地产开发企业到位资金78217亿元，
同比下降11.2%。其中，国内贷款9732亿元，同比下
降11.5%；利用外资30亿元，同比下降43%；自筹资
金23916亿元，同比下降23%；定金及预收款27377
亿元，同比下降3.8%；个人按揭贷款13950亿元，同
比下降1%。

1-7月份，全国房企到位资金同比下降11.2%，跌
幅比上半年扩大了1.4个百分点，其中定金及预收款
同比降幅较1-6月扩大2.9个百分点。

李宇嘉指出，房企资金来源进一步恶化。1-7
月房企到位资金在去年同期下跌25.4%（为去年较
大跌幅）的情况下，今年再次下跌11.2%，单月环比6
月份均“由正转负”，且降幅较大，可见资金链之紧
张。其中，作为外源融资的国内贷款下降11.5%，跌
幅扩大0.4个百分点；自筹资金下跌23%，收窄了0.4
个百分点（贷款展期、国央企发债稳定等），显示金
融机构整体对风险还是非常谨慎；作为内源融资的
销售端，定金及预收款下滑3.8%，扩大了2.9个百分
点，按揭贷款下跌1%，为一季度以来首次下跌，主因
是销售下滑，居民按揭买房意愿下降，并非是银行
不愿意放款。

陈文静表示，7月，在监管机构连续释放积极信
号下，房企非银融资总额环比有所增加，但累计同
比仍下降，同时在偿债高峰、销售未转暖影响下，企
业资金压力仍较大。

在严跃进看来，房企资金到位状况的改善，既
要输血也要造血。输血是指要继续做好“金融16
条”的相关工作，积极促进相关金融工具更好落实，
尤其对于民营房企的各类融资工作要给予积极关
注。同时在造血方面，关键还是要确保房企销售数
据改善。

来源：《证券时报》

“保交楼”显效销售转负，市场信心还需提振

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老年人口比例正在快速上升。
7月底，北京市民政局局长徐志军在一档媒体节目中表示，北京人口老龄化

呈加速的趋势。2021年之前，每年北京新增60岁以上的常住人口大约是18万
人，折合每天新增500人。但是2022年比2021年，60岁以上常住人口增加了
23.5万人，折合每天新增老年人口超过600人。按照这个速度，再有10年，北京
的常住老年人口将会达到700万。

上海的情况也类似。2022年，上海常住人口2475.89万人，60岁及以上人口
占比25%，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18.7%，老年人口已达550万人，老龄化程度还在
持续加深。据当地媒体报道，在部分社区，比如共和新路街道社区60岁以上人口
占街道总人口的40%以上。

大城市老年人口比例持续上升，不仅仅与出生率下降、人口流动相对放缓有
关，也与一个群体的流入有关——老年流动人口。根据2015年国家卫生计生委
（现卫健委）发布的调查，老年流动人口的形成主要有三个原因：照料晚辈、养老
和务工经商。

其中，因帮儿女带娃而离开户籍所在地的老人，是老年流动人口中最为常见
的群体。2020年，儿媳还在怀孕期间，刘阿姨就从老家去合肥，计划帮助儿子儿
媳带孩子。“他们在合肥上班，没人带孩子，请保姆也不放心，只能自己去带了。”

刘阿姨向记者介绍，她所在的小区有很多和她一样的老人，都是为了带孩子
而来的。他们说着不同的方言，唯一的接触只有带孩子玩耍时的短暂片刻。

有学者指出，随着生育政策的调整、育儿方式的日益精细化、养育成本的日
益升高，将会有更多的老年人投身到照顾孙辈的工作中，老年流动人口数量增长
或成趋势。

2022年，很多大城市的老年人口比例呈现快
速上升趋势。

北京市老龄办、市老龄协会发布的《2022
年北京市老龄事业发展概况》显示，从常住人
口看，60岁及以上人口465.1万人，占总人口的
21.3%；比2021年增加23.5万人，增幅5.3%，是近
五年增量最多、增长幅度最大的一年，高于同
期常住总人口增幅。65岁及以上人口330.1万
人，占总人口的15.1%；比2021年增加18.5万人，
增幅5.9%。

老龄化程度比北京更严重的是上海。2022
年，上海常住人口中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为25%；
户籍人口中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553.66万人，占
总人口的36.8%，部分社区甚至超过40%。

从数据来看，一般大城市的常住人口老龄化
率会低于户籍人口，因为外地人口流入大城市，主
要是工作年龄的年轻人。但在外地流入的人口
中，有一个群体跟随自己年轻的孩子流入大城市，
这就是老年流动人口。

由于我国经历了数十年人口大流动，年轻人
离开家乡去求学、就业并不罕见，这造成了一大批
空巢老人。

2022年10月，民政部举行第四季度例行发布
会，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李邦华介绍，据调
查，我国空巢老年人占比目前已超过一半，部分大
城市和农村地区，空巢老年人比例甚至超过70%，
大量老年人不与子女或其他家人共同居住生活，
面临着居家养老的许多生活不便或困难，甚至是
安全风险隐患。

因此，为了养老，有不少老年人会选择与外
地的儿女共同生活，这是老年流动人口的重要
群体之一。此外，帮儿女带娃而离开户籍所在
地的老人则更多一些，这群人经常被称为“老
漂族”。

目前，刘阿姨已经当了三年的全职奶奶，因为
带孩子刘阿姨放弃了高薪工作，和丈夫分隔两地，
只身前往一个陌生的城市。

“现在围着孙子转，几乎没有自主活动的时
间。每天的生活很枯燥，买菜、烧饭和带孩子。”刘
阿姨说。

刘阿姨表示，老漂族是都市快节奏生活下产
生的特殊群体。因为中国人强烈的家庭观念，父
母想要尽全力帮扶子女。“但是我们这个群体很
苦，出资、出力，特别是另一半还在职的家庭，要过
不知多少年的分居生活。”

从家乡到杭州的何阿姨，儿子儿媳在杭州上
班，没有时间照顾孩子，请保姆花费比较高，于是
就要何阿姨来杭州给带孩子。

“刚开始来杭州各种不适应，吃饭吃不下，别
人说话也听不懂，只能在楼下干巴巴的坐着。除
此之外，我们老一辈人和年轻人的生活习惯不一
样，免不了有摩擦。我们节俭习惯了，有时候看儿
子儿媳清理东西，把很多过期的食品清理掉会心
疼。在教育孩子方面也有摩擦，现在年轻人比较
细致，不能让孩子在地上爬，各种物品得消毒等。”
何阿姨说。

除了随迁老人，老年流动人口中部分人仍处
于“老而不休”的状态，他们在外地参加工作获取
经济来源。

“我们家一共有6亩地，一年下来1万多元的
收入，这些收入难以维持生活，所以我和妻子在外
打工。通过打工给两个儿子在城里买了房，趁着
现在还有力气，还想帮孩子还房贷。”李刚（化名）
表示。

李刚已近60岁，仍然在建筑工地上工作的
他，也面临着可能很快无工可干的问题。因为
最近这一两年，全国多地发布建筑业“清退令”，
包括60周岁以上男性、50周岁以上女性以及18
周岁以下人士，禁止进入施工现场从事建筑施
工作业。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教授、中国就
业与民生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周广肃对记者表示，
我国之前对于农民工就业的年龄是没有实际上的
限制的，但是鉴于出现多次高龄用工风险事件，去

如何如何““安放安放””老年流动人口老年流动人口？？

老龄化加深下的老年流动人口老龄化加深下的老年流动人口

年很多地方几乎都出台了“一刀切”政策，60岁以
上农民工几乎所有行业都不录用，造成了这部分
人员就业困难。随后，国务院也出台了纠偏政策，
不允许以年龄为由进行“一刀切”，但各地在具体
执行的时候几乎还是这样。

周广肃指出，这其实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我
国建筑业的群体，本身就以50、60岁农民工为主，
所以现在是规定和实际操作两条线。

“我认为，应该对这个情况加以考量和改
变，因为过去对于退休的限制，是基于普通人
身体状况。但一方面目前我国预期寿命在不
断提升，另一方面在农村，很多70岁以上的人
口仍然从事农业生产活动，所以对此规定应该
更为灵活，以农民工实际的健康状况作为用工
的前提，而不是以硬性年龄作为一个限制。”周
广肃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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