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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系统分析国内外“一老一小”代际支持研究演化路径、研究热点及发展趋势,为后续研究提供参考.方法　采

用CiteSpace软件对中国知网数据库、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维普数据库及 WebofScience核心合集数据库中有关“一老一

小”代际支持的期刊文献,利用 CiteSpace对纳入文献进行分析并绘制科学图谱.结果　共纳入国外文献１６７２篇、国内文献

１３１５篇.国内外发文量呈增长态势共经历萌芽阶段、缓慢发展阶段以及快速发展阶段.国内外“一老一小”代际支持研究共

同研究热点主要集中于家庭代际支持、社会代际支持、相关影响因素、代际支持效果等方面.结论　国内“一老一小”代际支

持研究不断深化,但主要集中于家庭代际支持,在社会代际支持方面与国外仍存在差距;建议相关学者借鉴国外研究,加强学

科间合作,进一步探索和完善理论,构建更加科学化和本土化的社会代际支持模式;同时积极探索数字化代际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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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systematicallyanalyzethepathofevolution,researchhotspotsandtrendofdevelＧ
opmentofresearchontheintergenerationalsupportof“theelderlyandthechildren”athomeandabroad,

soastoprovidereferenceforthesubsequentresearch．Methods　CiteSpacesoftwarewasusedtoanalyze
relativeliteratureinCNKI,Wanfang,VIPandWebofScienceCoreCollectionDatabase,andtodrawscienＧ
tificmapsofthem．Results　Atotalof１６７２foreignand１３１５domesticliteraturewereincluded．Thenumber
ofdomesticandforeignpublicationshasbeengoingthroughthebuddingstage,theslowdevelopmentstage
andtherapiddevelopmentstage．Commonresearchhotspotsofdomesticandforeignstudiesmainlyfocus
onintergenerationalsupport,intergenerationalsocialsupport,relativeinfluencingfactors,andtheeffectof
intergenerationalsupport,etc．Conclusions　Althoughdomesticresearchontheintergenerationalsupportof
“theelderlyandthekid”hasbeenconductedinmoredepth,itmainlyfocusesonintergenerationalsupport,

andthereisstillagapbetweendomesticintergenerationalsocialsupportandthatinforeigncountries．
Scholarsshouldnotonlylearnfromforeignresearchandstrengtheninterdisciplinarycooperation,further
exploreandimprovetheories,butalsobuildamorescientificandlocalizedintergenerationalsocialsupport
modelandactivelyexploredigitalintergenerationalprogr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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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中长期规划»[１],明确从优化家庭发展环境、推进幸

福家庭建设两个方面完善家庭支持体系;国家“十四

五”规划纲要[２]明确提出,以“一老一小”为重点完善

人口服务体系,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完善我国

“一老一小”代际支持研究,对促进积极老龄化,建设

养老托育服务体系具有重要意义.目前鲜有学者利

用文献计量学关注“一老一小”代际支持服务.因

此,本研究拟采用CiteSpace文献计量学软件对国内

外“一老一小”代际支持的相关文献进行全面、系统

的可视化分析,旨在促进积极老龄化和养老托育服

务体系的建设,以期丰富相关理论内涵,为“一老一

小”代际支持的深入研究和实践应用提供坚实基础,
为相关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提供了科学依据,推动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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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的深入发展.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文献来源和检索策略　(１)国外文献:采用主

题词与自由词结合的方式检索 WebofScience核心

合集数据库,以(TS＝(agedORagingORolderaＧ
dultORolderpeople)AND TS＝(childORkid
ORpreschoolORschoolＧage))ANDTS＝(InterＧ
generationalcareORIntergenerationalinteraction
OR Intergenerationalexchange OR IntergeneraＧ
tionalsupport)为检索式;(２)国内文献:采用主题词

与自由词结合的方式检索 CNKI、VIP及万方数据

库,以(“代际支持”OR“老幼结合”OR“老幼代际”

OR “老幼互动”OR “老幼融合”OR “长幼结合”

OR “长幼代际”OR “长幼互动”OR “长幼融合”

OR “老少结合”OR “老少代际”OR “老少互动”

OR “老少融合”OR “代际关怀”OR “代际互动”

OR “代际互助”OR “代际共享”OR “代际融合”

OR “社会代际”OR “一老一小”OR “跨代互动”

OR“隔代互动”)NOT子女为检索式.检索时限均

为自建库起至２０２３年７月３日,WOS共检索２１７３
篇,CNKI共９７５篇,万方共１２１８篇,维普共６４６篇.

１．２　文献纳入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１)符合“一
老一小”代际支持的研究主题.(２)公开发表的相关

中文期刊论文或可检索的学位论文.(３)文献信息基

本完整.排除标准:(１)同一研究内容重复发表及有

明显错误的文献.(２)无法获得完整信息的文献.
(３)会议记录、新闻报道、报刊文章、访谈等无效样本.

２　结果

２．１　文献筛选结果　检索结果导入 NoteExpress
软件,２名熟悉研究主题的研究者独立阅读标题和

摘要筛选文献,出现意见偏差时由第三人评审.最

终纳入分析英文文献１６７２篇,中文文献１３１５篇.

２．２　文献分析　将样本数据导入由陈超美博士开发

的 CiteSpace软件,绘制作者、机构合作图谱及关键词

共现图谱.Q值和S值是评定图谱绘制效果的重要

指标,Q值＞０．３提示模块结构显著,S值＞０．７,提示

聚类效果可信度高[３].节点中介中心性＞０．１,则意味

着该节点是连接网络不同部分的关键点[４].

２．３　发文量统计与分析　发文量情况反映了某一

学科领域的研究热度,利用 Excel绘制发文量趋势

图(图略),本研究发现自步入老龄化社会以来,大致

经历３个阶段.萌芽阶段:本领域相关文献产出较

少,年发文量≤１０篇.缓慢上升阶段:本阶段发文

量整体呈增长态势.波折上升阶段:年平均发文量

≥５０篇.

２．４　研究热点分析

２．４．１　关键词共现分析　关键词是对文章主题的高

度概括与提炼,高频关键词能够体现某一段时间内

某一研究领域的热点.本研究总结获得“一老一小”
代际支持研究相关中英文文献高频关键词,见表１.

表１　国内外“一老一小”代际支持研究的前１０位高频关键词

序号
国外

关键词 频次 中心性

国内

关键词 频次 中心性

１ health(健康) ７６ ０．００ 代际支持 ２６１ ０．３７
２ family(家庭) ７１ ０．０２ 老年人　 １０９ ０．６１
３ intergenerationalrelationships(代际关系) ６２ ０．０１ 代际关系 ８８ ０．４０
４ parents(父母) ５４ ０．００ 家庭养老 ４４ ０．５２
５ support(支持) ４０ ０．０２ 代际互动 ４３ ０．１３
６ socialsupport(社会支持) ４０ ０．０４ 代际互助 ３４ ０．１１
７ livingarrangements(居住安排) ３５ ０．０９ 老龄化　 ３０ ０．２６
８ depressivesymptoms(抑郁症状) ３３ ０．１５ 经济支持 ２４ ０．０５
９ ruralchina(中国农村) ３２ ０．００ 代际融合 ２２ ０．１４
１０ impact(影响) ３１ ０．２０ 影响因素 ２１ ０．０９

２．４．２　关键词聚类分析　(１)国外文献关键词聚类

网络知识图谱显示,共１３个聚类,其 Q 值为０．７９０７
＞０．３,S值为０．９２３７＞０．７,表明各聚类结果显著,聚
类结果令人信服.(２)国内文献关键词聚类网络知

识图谱显示,共１３个聚类,其 Q值为０．８４０８＞０．３,S
值为０．９６６２接近１．０００,表明各聚类间研究主题明

确,聚类结果令人信服.本研究领域国内外关键词

聚类结果具有一定相似性,可将其分为６类,详情见

表２.

２．５　突现词分析　在关键词聚类基础上进行突现

性分析,获得突现性最强的１５个关键词,见表３.萌

芽阶段:对“一老一小”代际支持服务的概念尚未明

确,正逐步探索;缓慢上升阶段:此期特征主要是研

究主题的多样性;快速上升阶段:研究主题逐步聚

焦,其中国外“gender”“depression”“sons”“informal
care”“adultchildren”主题和国内“数字反哺”“托育

３８
军事护理

MilNurs
　August２０２４,４１(８)



服务”和“代际融合”主题热度持续至２０２３年,代表 此类主题会是新兴的研究方向和未来趋势.

表２　国内外“一老一小”代际支持研究的聚类结果及研究主题

分类 国外文献聚类结果 国内文献聚类结果

代际支持对象 ＃１olderpeople(老年人)、＃２people(人) ＃１老年人、＃２一老一小

家庭代际支持 ＃３intergenerationalsupport(代际支持)、＃４care(照护)、 ＃３家庭养老、＃４隔代照料、＃５代际支持、

＃５grandparentreward、＃６kinship(亲属) ＃６代际流动

社会代际支持 ＃７intergenerationalsupport(代际支持)、＃８care(照护) ＃７代际支持、＃８代际融合、＃９代际互助

数字代际支持 / ＃１０数字反哺

相关影响因素 ＃９intergenerationalrelationships(代际关系)、＃１０intergenerational ＃１１代际关系、＃１２农村养老、＃１３城乡差异

relations(代际关系)、＃１１eastasia(东亚)、＃１２lifecourse
perception(生命历程感知)

相关理论　　 ＃１３attachmenttheory(依恋理论) /

表３　代际支持研究的关键词突现表

排序 英文突现词 强度 突现年份 中文突现词 强度 突现年份

１ age(年龄) ３．７１ ２０１５－２０２１ 代际公平 ５．１ ２００６－２０１２
２ grandmothers(祖母) ２．３７ ２００９－２０１５ 农村 ３．１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
３ grandchildren(孙辈) ３．８３ ２０１３－２０１８ 中国 ２．４５ ２００５－２０１６
４ intergenerationalsolidarity(代际团结) ２．８９ ２０１６－２０２１ 北京市 ３．２１ ２００７－２００８
５ transfers(转移) ２．７３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医疗保障 ３．２１ ２００７－２００８
６ childcare(儿童保育) ２．２２ ２０１３－２０１８ 代际 ２．８７ ２００８－２０１６
７ intergenerationalrelations(代际关系) ２．２６ ２０１６－２０２１ 未成年人 ２．６８ ２０１０－２０１６
８ people(人类) ３．６９ ２０１６－２０２１ 代际关系 ５．６３ ２０１１－２０１６
９ adults(成年人) ３．４９ ２０１９－２０２１ 家庭养老 ３．３３ ２０１１－２０１４
１０ divorce(离婚) ２．６５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 经济支持 ３．３１ ２０１１－２０１６
１１ olderadults(老年人) ２．４９ ２０１９－２０２１ 农村老人 ２．６０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１２ inernationaltransfers １．７８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纵向数据 ２．５８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
１３ decisions(决定) １．７８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文化反哺 ２．５８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
１４ gender(性别) ３．１５ ２０２２－２０２３ 挤出效应 ３．３９ ２０１３－２０１６
１５ depression(抑郁) ２．５１ ２０２２－２０２３ 农村养老 ２．８１ ２０１３－２０２０

３　讨论

３．１　国内外“一老一小”代际支持研究热点分析

３．１．１　完善基于家庭生命周期的支持体系,优化家

庭系统生态　家庭是一个社会的基本单元,家庭代

际支持的作用不可或缺.通过主题聚类的研究结果

可知,多数研究仅仅着眼于“一老一小”,将“一老一

小”照顾责任简单地家庭化[５].新加坡、日本及西欧

发达国家通过评估个体家庭父母赡养和儿童抚育情

况,给予补贴和税收优惠政策[６].多项政策强化了

家庭成员的照顾作用,同时所给予的政策福利能减

轻照顾者负担.由此可见,对于“一老一小”支持更

应将应对路径置于家庭而非个体的视域之下,对整

个家庭而非向单一个体提供支持[７].但目前家庭支

持研究多以养老或托育单一视角考虑[８].基于家庭

的横向联合、纵向衔接的科学服务体系尚未建立;家
庭支持服务质量难以衡量,管理制度尚未确立等系

列问题[９].如何确保相关制度稳步发展并为数以亿

计的“一老一小”代际支持提供有质量的服务,将是

新发展阶段社会保障面临的重大挑战.

３．１．２　构建基于社区居家的代际融合模式,支持家

庭功能发挥　根据研究主题分布和演化路径结果可

知,代际融合已成为重点关注的方向.“代际融合”
是将代际支持范围由依赖血缘关系的家庭中拓展到

了非血缘关系的社区、机构之中[１０].对于老人而言,
代际关怀活动不仅帮助老人维持身体功能,提高记

忆力,管理慢性疾病,还能改善老人负面情绪,有效

减少老人孤独感[１１].对于儿童而言,代际融合模式

可以潜移默化地向儿童传递尊老爱老意识,有利于

缓解社会年龄歧视问题[１２].今后,我国护理人员可

以借鉴国外代际融合模式的优势作用,将其拓展应

用于社区健康管理、医疗保健等多部门[１３],扩大及丰

富代际融合形式,为“一老一小”群体身心健康高质

量发展、促进家庭功能发挥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本

土化经验.

３．１．３　探究“一老一小”代际支持影响因素,针对实

际需求提供支持　通过关键词共现和聚类结果可知

代际支持热点影响因素包括代际关系、城乡差异、性
别差异、生命历程、居住安排５个方面.研究[１４]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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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际关系对代际支持给予行为和代际支持获得

行为有直接的积极影响.而影响代际关系的３个维

度包括:代际交换维度、孝道文化维度和结构制约维

度 [１５].相关研究也发现,城镇家庭的代际支持程度

大于农村[１６].除此之外,代际支持程度还会随着生

命历程的不断更迭而发生变化,他们所付出的代际支

持量在增加,而得到被支持者反馈在减少[１７].现有代

际支持影响因素研究多集中家庭层面,缺乏对于社会

化代际支持影响因素的研究,限制了社会代际的进一

步实践与发展[１８].作为护理工作者应深入实地调研

切实结合影响“一老一小”社会代际支持的因素,为老

年人的家庭照料者提供老年人照料和护理的专业咨

询、紧急事件帮助和链接医疗机构等方面的支持.

３．２　国内外“一老一小”代际支持研究热点差异分

析　国内代际支持研究多从家庭养老视角阐述,大
部分研究基于“人口老龄化和城镇化进程”背景梳理

家庭代际支持的功能性价值[１９];也有学者对代际关

怀失衡背景下家庭养老模式开展研究[２０],并探索新

型代际关怀照护模式[２１].但在城镇人口流动大,传
统文化观念改变等因素的影响下,家庭代际支持已

经不能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与家庭空巢化带来的挑

战.因此,国外早已开始积极探索并开展社会化代

际支持项目促进积极老龄化[２２].结合目前我国以社

区、居家式养老为主的养老模式,未来我国社区护理

工者应借鉴国际经验,探索适切的社会代际支持的

研究成果与实践经验,促进我国社会代际支持本土

化、科学化、合理化发展.

３．３　国内外“一老一小”代际支持研究前沿预测　
关键词共现图谱结果显示,“数字反哺”作为“一老一

小”数字代际支持的聚焦热点.通过潜移默化间将

数字技术知识以及相关文化和价值观传输反哺,为
数字鸿沟的消融提供有利条件[２３].建立“一老一小”
大数据平台,涵盖医疗健康、养老助幼等多方面需求,
医护人员按需为服务对象提供照护服务,精准匹配服

务资源,提高养老托幼服务效率和精准度.照护机器

人、陪伴机器人、教育机器人等人工智能未来也将成

为提升“一老一小”代际支持发展能力的重要组成部

分.本研究虽在文献检索和阈值选择方面存在一定

主观性和局限性,但它为未来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基础

和方向,未来的研究工作应继续弥补这些不足.在对

家庭层面的代际关系进行深入探讨的同时,应持续监

测和适应新兴的家庭支持需求,加强对社会层面的代

际关系研究,探索创新的服务模式,深化“一老一小”
代际支持研究的理论基础和实际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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