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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老年人力资源是指身体相对健康、具备劳动能力且具有就业意愿的老年人口总称。随着我国人口健康水

平和平均年龄的不断增加，社会老龄化进程也在不断地加速，老年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受到了越来越

多学者的重视。本文以我国老龄社会为背景，分析了我国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包括

政策支持不足、开发力度不够、老年人就业权益保障不足等方面的问题。同时指出老年人力资源是我国

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之一，开发利用好这一资源对于缓解劳动力短缺、促进经济发展、推动老龄事业高

质量发展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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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lderly human resources refer to the total of the elderly population who are relatively 
healthy, have labor ability and employment willingness. With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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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pulation’s health level and average age in China, the aging process of society is also accelerating. 
Th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elderly human resources have attracted more and more scho-
lars’ attention. This article takes China’s aging society as the background,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
tion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elderly human resources development in China, including insuffi-
cient policy support, insufficient development efforts, inadequate protection of elderly employ-
ment rights and interests and other aspects. At the same time, it points out that elderly human re-
sources are one of the important resources for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developing 
and utilizing this resource well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alleviating labor shortages, promot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romot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aging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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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速，老年人口比例持续上升，我国持续面临着社会老龄化的问题。劳

动力供给不足、政府财政负担加重、经济增长模式需要调整、社会投资与需求发生转变，老龄化给整个

社会带来的问题与挑战不仅仅是社会老年人口增加，还是社会经济问题的凸显。因此，本文从老年人力

资源开发的角度进行探究，探寻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从某种层面来说，老年人力资源

是社会发展的重要财富，老年人力资源开发也是帮助老年人群价值观更新、紧跟社会时代的过程。让老

年群体自主地发挥社会余热，创造经济价值，这对缓解我国劳动力短缺，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

意义。 

1.2. 研究的方法及内容 

1.2.1. 文献综述法 
通过查阅相关文献，了解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影响的已有研究成果和观点，并进行综合分析，为研究

提供理论支撑和文献参考。 

1.2.2. 统计分析法 
通过采集和分析我国老龄人口的相关数据，将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的影响作为一个系统进行整理和分

析，分析各个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影响机制，综合评估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并研究其长期

趋势和可能的问题和挑战。 

1.2.3. 案例研究法 
由于经济发展的增速不同，中国老龄化趋势要慢于其他发达国家，因此，外国对于老龄化趋势的解

决办法可以作为中国实践的参考，通过对其人口老龄化状况及对经济的影响进行比较分析，深入了解人

口老龄化的普遍现象和具体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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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献研究 

2.1. 国外文献综述 

在国外，许多学者对老年人力资源的开发进行了深入研究。他们认为，老年人力资源具有丰富的经

验和技能，是社会发展的重要财富。通过合理地开发和利用，可以缓解劳动力短缺问题，提高劳动生产

率，促进经济增长。例如，有学者指出，许多退休人员仍有强烈的就业意愿和能力，他们可以继续为社

会作出贡献，同时也能提高其生活质量。 
美国对于社会老龄化以及劳动力短缺问题通过实行“教授终身制”等方法对高智力老年资源进行再

开发，日本作为发达国家当中经济发展速度最快而进入老龄化最晚的国家，其采用“老年人自愿申请延

迟退休”的方式缓解老龄化所带来的压力[1]。尽管国外学者对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

的成果，但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和社会的变化，针对我国的国情以及价值观的不同，老年人力资源开

发仍需进一步深入研究。 

2.2. 国内文献综述 

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国内学者也逐渐注意并开始在老年人力资源开发领域进行研究。

在理论方面，研究者从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等多学科角度对老年人力资源开发进行了深入探讨，提

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和理论。在实证方面，学者们运用各种统计方法和计量模型对老年人力资源的开

发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揭示了老年人力资源开发对社会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及

其影响因素。此外，还有一些学者着重于研究关注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的政策设计和实施效果评估等方面，

为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了科学依据。 

3. 现状概述  

3.1. 老年人口基数大 

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结果，我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为 26,401 万人，占总人口的 18.7%，65 岁及

以上人口为 19,063 万人，占 13.5%。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相比，60 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 5.44
个百分点，65 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 4.63 个百分点[2]，如图 1。 
 

 
Figure 1. Comparison of seventh and sixth census data 
图 1. 第七次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对比 

3.2. 社会劳动力市场现状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劳动力市场的供需矛盾日益突出。一方面，新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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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的发展和技术的不断进步对劳动力的技能和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劳动力数量增长缓

慢，加之社会人口老龄化的进程加快，导致劳动力市场出现短缺现象。尽管我国自 2016 年起开始实施“全

面二孩”政策，但就目前而言，“全面二孩”政策实施的效果不佳且等待周期过长，政策实施的不确定

性因素过多，我们不能将全部的时间与精力放在等待或培养下一代人成长的过程中。 
我国劳动力人口正逐渐减少，老龄人口逐渐增多，消失的人口红利使社会负担越来越严重。随着社

会观念的不断改变，“00 后整顿职场”案例层出不穷，各企业对于新一代大学生劳动力进入社会增加了

更大的压力和责任，招聘、培训、考核评估，这是一个相互适应磨合的过程，但与之所带来的时间成本

与金钱投入让企业发展步履维艰。 

4. 老年人力资源开发潜力大 

4.1. 低龄老年人口占比多 

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老年人口在 60~65 岁之间有 7338 万人，这一部分老年人正处于

刚刚退休的阶段，且思想价值观念最能适应时代的更迭。若能将这一大群体以返聘或再就业的形式号召

他们重回就业岗位，这对于企业而言可以极大程度地减轻人力资本的投入，也为社会劳动力短缺问题提

供了一项重要的解决方案。 

4.2. 实践经验与人生阅历 

老年人在几十年的生存与实践中，不断进行着知识的学习与积累、技能的更新以及观念的迭代，他

们因年龄的原因在记忆力、反应力、学习速度上可能相比于年轻人更加迟缓，但他们对于事物准确性的

判断以及社会本质的探究是随年龄增长而不断累积的，这一优势是时间的沉淀，是年轻一代无法比拟的。

《老年法》中明确提道：“国家和社会应当重视、珍惜老年人的知识、技能和革命、建设的经验。”老

年人所储蓄的知识，包括了过去、现在，并且他们所掌握的知识是连续的，是他们总结无数成功经验和

失败教训所得出的结果[3]。他们对社会的再次加入无疑是社会发展的一大财富和更高质量的人力资本开

发。 

4.3. 人力资源开发成本低 

老年人在度过青年、中年、老年三个阶段后，他们经历了人生的风风雨雨，积累了丰富的阅历和经

验，并用一辈子的心血建立起了人际关系网络，与各个年龄段、各行各业的人交往，使得他们能拥有广

泛的社会联系和社会资源。这种人际关系网络不仅有助于他们个人的发展，也能够为社会带来更多的合

作机会和共赢局面。 
而对于那些高智力老年人才，他们的知识和技术资本更是无价之宝，通过长期的学习、实践和积累，

他们成为各自领域的专家和权威，他们所拥有的技术、经验和创新能力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更

重要的是，开发老年人力资源的成本相较于年轻人而言更低，因为老年人会更加珍惜自己来之不易的机

会，愿意为事业付出更多的努力从而体现自身的社会价值，他们的稳定性和忠诚度也是企业所看重的品

质。 

5. 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的必要性 

5.1. 缓解子女生活压力 

受计划生育政策和近年来实施的“全面二孩”政策的影响，现在社会主要的家庭结构为：两个年轻

夫妇抚养一个或两个孩子，同时供养四个离退休老人，这样的家庭结构看似热闹兴旺，但夹在中间那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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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人所承担的压力也是前所未有的[4]。如果老年群体能够重回社会参与工作，那么不仅可以缓解一个家

庭生存发展的压力，还能通过增加收入提高生活质量。 

5.2. 有助于老年人身心健康 

退休后的生活虽对于老年人而言是期待很久的，但却是短时间内无法适应的。从某种程度上讲，他

们离开了一份工作，失去了一份社会角色，离开了自己经营熟悉的社会环境与人际关系网络，一切生活

需要重新开启。在这一时期，老年人极易出现空虚、落寞、无所适从的负面情绪，反之出现暴躁、焦虑、

以极端方式博取家人关注的不良行为和情绪状态，这不利于老年人的身心健康。我们所说“老有所为”，

是希望通过积极正向的方式引导离退休群体继续为我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作出贡献，构

建平台与机会，帮助老龄群体充实老年生活，实现自身价值[5]。 

5.3. 减轻企业用工负担 

老年人力资源的丰富经验使他们成为解决人力资源短缺问题的有效途径，责任心和社会资源广泛性

也使他们成为团队中的稳定力量，他们所具有的实践经验在解决复杂问题和应对挑战时具有无可替代的

价值。老年人力资源通常对工作有更高的忠诚度，可以使企业减少频繁的人员流动，从而降低了企业的

运营成本。同时，他们的威望和优良品德也有助于提升企业形象，增强内部凝聚力，营造良好的工作氛

围。 
由于退休返聘的员工与企业签订的协议不再是劳动合同，而是聘用合同，聘用合同的签订使企业根

据实际情况限定雇佣年限，用人机制更加灵活[6]。同时，由于返聘员工已经开始领取养老金，企业将免

除这一类费用的额外支出，老年人工作的稳定性也为企业节省了大量管理成本。 

6. 存在的问题 

6.1. 老年工作群体社会认同感低 

尽管大量学者通过多次实证分析、数据模拟去证明低龄老年人具有再就业的能力与实力。但对于社

会大众而言，依旧更倾向于对老年人持照顾、关心的心态，将他们统一归类于社会需要帮助的弱势群体，

将他们视为“依赖他人者”[7]。这样的主观臆断使社会大多数人认为老年人的社会生产力不高、思想落

后、劳动能力不足，其实这是非常片面的观点，且对社会进行老年人力资源开发具有消极影响。 

6.2. 老年人口就业市场受限 

根据不同行业的特性，对于人力资源的先天和后天素质要求存在差异性，由于老龄人力资源的特殊

生理和心理特点，他们适合从事的行业也受到一定的限制和差异。特别是在新兴产业中，随着年龄的增

长，老年人在其中的就业比例呈现下降趋势[8]。这表明，尽管老年人力资源具有丰富的经验和技能，但

由于年龄限制和行业需求的变化，他们在某些领域中的就业机会受到限制，这也是导致老年人力资源开

发利用率较低的原因之一。 

6.3. 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的法规政策不完善 

为了更好地保障老年人的权益，可以制定专门的法规来规范老年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法规应明

确老年人的权利和义务，保障他们在就业、培训、福利等方面的合法权益。现行的劳动法对老年群体再

就业的适用性不高，相关法律条文有所缺失，同时也缺乏系统的法律法规保障，有些规定可能已经不适

应当前的社会和经济环境。因此，需要进一步完善劳动法，使其更加适用于老年人再就业，保护他们的

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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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我国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的策略建议 

7.1. 树立正确的老年人力资源开发观念 

观念是实践的引领者，唯有确立前瞻性的观念，才能构思出科学的制度架构。社会大众是否能够正

确认识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的必要性和正确性，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老年人群是否能顺利地再次融入社会，

影响了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的进程。因此，我们应构建起新的价值体系和思想观念，传播积极老龄观、现

代老龄观并加强舆论引导，用积极正面的社会案例转变人们对于老年人口再就业的思想观念，并将其全

方位嵌入老年人力资源开发政策制度体系的各方面以及老年人力资源开发实践的全过程，实现老年人力

资源开发指导理念的现代化转型[9]。 

7.2. 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和社会服务体系 

加强顶层设计，从政府层面开始鼓励老年人再就业，适时出台老年人就业法律法规，在立法层面明

确政府、企业和个人所应承担的责任范围，为老年人力资源开发提供制度保障，帮助建设包容性人力资

源市场。同时政府应设立和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相关的专门机构，利用人才技术推进老龄人力资源的开发。

在网络信息方面，完善老年就业群体的信息维护，构建专门的网络平台实现全国联网，利用大数据拓宽

老年就业群体的就业渠道，增强其信息收集的能力，以此实现信息互通，提高老年人力资源利用率，也

能够加快老年人力资源开发进程。 

7.3. 完善老年教育与培训体系 

建立多元化的老年服务体系，通过对老年群体的培训教育，从知识、技能、思想层面赋予老年人重

返就业市场的权利与能力，还能提高老年人力资源素质，帮助老年群体跟上时代，适应社会。但在推动

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的同时，应首要尊重老年人自主选择，不强制执行，接受其真实意愿，满足老年人多

元化需求。 

7.4. 借鉴国外成功经验 

人口老龄化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我国出现老龄化问题之前，大多数发达国家都已经出

现，并陆续提出了解决措施与办法。老龄化所导致的社会保障问题、人力资源匮乏问题持续存在，这需

要国家结合本国国情不断调整人力资源政策与措施，延缓国家老龄化进程，将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压力

减至最小[10]。“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是学习国外文化最好的方式，我国应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总结

国外实践成功的优点，再吸取失败的教训，结合本国国情，制定出适应中国社会环境的解决办法。 

8. 结论 

面对老龄化社会的挑战，我国应充分认识到老年人力资源的重要性，老年人力资源开发成为社会市

场经济发展的长久之计，必须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合理开发与利用，建立起系统化和长期性的老年人力资

源发展规划，这不仅有助于缓解劳动力短缺问题，还能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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