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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村低龄老人再就业对于实现自身价值、减轻家庭与社会养老压力等具有一定程度的积极意义。但农村

低龄老人在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下才会做出相应的再就业决策，究其原因，发现农村低龄老人自身的养

老观念、身体状况，家庭代际支持与就业环境等都会影响其做出相应的再就业决策。需从转变农村低龄

老人养老与就业观念、提升其劳动技能与疏通就业信息网络等方面缓解农村低龄老人的后顾之忧，助推

其发挥余热，继续为稳定脱贫成果与实现乡村振兴目标贡献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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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employment of rural young elderly people has a certain degree of positive significance for 
realizing their own value, reducing the pressure of family and social elderly care, and so on. How-
ever, rural young elderly people only make corresponding reemployment decisions after con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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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ing various factors comprehensively. The reasons for this are found to be their own elderly 
care concepts, physical conditions, intergenerational family support, and employment environ-
ment, which can all affect their corresponding reemployment decisions. We need to alleviate the 
worries of rural elderly people in terms of transforming their concepts of elderly care and em-
ployment, improving their labor skills, and unblocking employment information networks, to help 
them leverage their surplus energy, and continue to contribute to stabilizing poverty alleviation 
achievements and achiev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go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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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我国 60 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 18.7%，65 岁人口占总人数的 13.5%，我国将

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 1，同时也意味着我国人口红利将持续降低、劳动力结构发生变化、家庭和社会的养

老压力将进一步增加。2021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

景目标纲要》指出要积极实施积极老龄化国家战略，要求营造养老、尊老与敬老的社会环境，强化老年

人权益保障[1]。积极老龄化不仅仅是指低龄老人“老有所养”与“老有所依”，更是指低龄老人“老有

所为”，鼓励老年人在保证自身状况良好的情况下，能够继续发挥余热，实现自身价值，同时可以减少

家庭与社会的养老压力，促进人力资源的充分利用。同时，在就业优先战略的背景下，每一位具有就业

意愿与就业能力的劳动者都应得到平等的就业权益保障，老年人也应像其他劳动者一样，拥有同样的就

业权益。 
低龄老人专指 60~69 周岁的老年群体，其占据老年群体的主要部分，其相对于高龄老人具有较强的

行动能力[2]。受农村年轻劳动力迁移的影响，农村地区呈现出“空巢化”特征与更严重的“老龄化”趋

势。农村低龄老人也因其身体状况较好、年龄较低、有较好劳动能力而逐渐成为农村人力资源重要组成

部分，为产业、人才、文化、生态与组织振兴提供人力支撑，因而其再就业行为关系到乡村振兴的扎实

推进，关系到共同富裕的顺利实现[3]。 
然而作为“社会人”和“理性经济人”，农村低龄老人更倾向于在博弈的基础之上做出相应的再就

业决策，其会综合考虑自身、家庭与社会就业状况等多方面因素。基于此，本文分析农村低龄老人再就

业决策影响因素，为解决农村地区低龄老人后顾之忧、缓解家庭与社会养老压力等提出相应的意见与建

议。因此，本文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实践意义与政策意义。 

2. 农村低龄老人再就业的积极作用 

“再就业”指的是达到退休年龄的劳动者依然在原单位继续履行职责，或者其他单位从事就业活动

[4]。农村低龄老人作为农村重要的劳动力资源，其自身的就业行为不仅对于提升自身生活水平还对减轻

家庭与社会养老压力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积极意义。 

Open Access

 

 

1根据世界卫生组织与联合国的标准，当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 60 岁以上人口超过总人口 20%，或 65 岁以上人口超过总人口的 14%，

则表示该国或地区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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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有助于提高健康与生活水平，实现自身价值 

首先，再就业行为有助于促进农村低龄老人生理健康。适度的再就业行为，可以达到身体锻炼的效

果，加速身体的新陈代谢、防止身体机能的快速退化、减少疾病发生的频率[5]；同时再就业可以促使低

龄老人积极思考，在思考过程当中提高低龄老人思维的灵活性，保持对外在事务的认知能力，从而缓解

农村低龄老人老年痴呆的发生率[6]。 
其次，再就业还有助于促进低龄老人心理健康。一般来说，农村低龄老人具有良好的自理能力，不

需要完全依靠子女提供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如果一味被动地接受子女的赡养行为，反而会产生消极的

“老而无用”的老化思想[7]。相反，合适的再就业有利于其社会角色的平稳过渡，有助于发展与维护积

极的社会关系，保持积极的生活心态。 
最后，再就业还有利于低龄老人改善生活质量、实现自身价值。在国内，“养儿防老”养老观念依

然根深蒂固地扎根在老年人的思维当中，特别是在农村地区。代际转移是低龄老人的重要收入来源，然

而其子女处于“上有老、下有小”的中间状态，其对低龄老人的经济支持受到工作状况、家庭收支等约

束，特别是对于低收入家庭，其对低龄老人的经济支持更加有限。且考虑到子女实际情况，低龄老人不

愿子女承担自身太多压力，他们会选择尽可能的“自食其力”。同样作为低龄老人收入的重要补充源泉，

养老保险特别是基本养老保险等转移支付也只能保障低龄老人基本的生活水平，对提高生活水平的作用

极其有限[8]。考虑到子女负担与自身养老保险待遇水平，农村低龄老人会自发地选择继续劳动，自己创

造财富，通过自己的力量改善生活水平，并在保证自己状况良好的情况下还可以为子女分担家庭负担，

在依靠自身力量改善自己与家庭生活水平过程中体现自身价值。 

2.2. 有助于减轻家庭压力，缓解代际矛盾 

首先，农村低龄老人再就业有助于减轻家庭经济负担。理论上来讲，子女的代际转移与低龄老人的

经济收入会形成相互替代效应，考虑到低龄老人自身收入增加，子女会选择性地转变赡养行为，适当减

少对父母的经济支持，这一定程度上减轻子女的经济压力与顾虑，其会转向其他消费、储蓄或者投资[9]。
从而为缓解子女的经济负担与改善家庭消费结构带来一定的积极效应。 

其次，低龄老人的再就业还可以减少代际矛盾，促进家庭和谐。一方面，低龄老人的思想观念、生

活方式等与年轻一代仍存在一定差异，长期的近距离相处容易发生代际摩擦与矛盾，不利于家庭和谐。

而低龄老人参与就业的时间则会挤出其与家人相处的时间，减少摩擦发生的机会与频率；另一方面，现

阶段代际关系呈现出“互惠”特征，父母倾向于在自己还具有自理能力的时候向子女转移资源，以期在

以后能得到相应的经济回报、生活照料与精神慰藉[10]。低龄老人再就业阶段则是处于向子女转移资源阶

段，待以后其丧失劳动能力甚至生活自理能力接受子女赡养时，其会感觉更具正当性，而子女出于孝道

与互惠的原则，则会更好履行赡养义务。这一定程度上能缓解双方因“代际不平衡”带来的偏差感，从

而达到缓解代际矛盾的作用。 

2.3. 有助于防止返贫致贫，巩固脱贫成果 

2020 年，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带领下，我们率先完成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现行标准下所有农村贫

困人口全部脱贫，所有贫困县全部摘帽。我国正式进入后脱贫时代，我们的目标变为稳定脱贫成果，

改善脱贫人口的生活质量，满足其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共享社会发展的成果。而脱贫攻坚成果的巩固，

不完全依靠政府的兜底作用，更要调动农村地区的发展潜力，变“输血”为“造血”，实现农村地区的

自力更生。脱贫家庭低龄老人再就业，则可以起到增加家庭收入、增强家庭应对风险的能力、提高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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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质量、带动农村经济发展等积极作用，从而达到有效防止脱贫人口返贫致贫、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

效果。 

2.4. 有助于弥补人力短缺，助力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不管是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还是组织振兴，都有需要人力的支撑。

而受子女外出务工与迁居等影响，农村低龄老人一定程度上可以填补农村劳动力短缺的情况，进而成为

乡村振兴的中坚力量。随着乡村振兴逐步开展，乡村旅游业、观光业遍地开花，不少企业选择进村投资，

而农村低龄老人则可以通过土地流转，而一定程度减少对土地的依赖性，转而进行再就业[11]。农村低龄

老人成为用人单位稳定的人力资源，这既有利于增加低龄老人收入，促进“老有所养”，又有利于其发

挥余热，实现“老有所为”。 

3. 农村低龄老人再就业决策困境分析 

作为“理性经济人”，农村低龄老人会倾向于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在博弈基础上做出相应的再就业

决策，其会综合自身、家庭与社会等实际情况做出决策。 

3.1. 自身情况 

首先，传统养老观念会降低低龄老人的再就业意愿。养老观念是低龄老人对养老问题的观点与看法，

其包括低龄老人对养老的认知以及对养老方式和养老内容的选择[12]。养老观念是养老文化的体现，在儒

家文化的深厚影响下，我国普遍盛行“多子多福”、“养儿防老”的养老观念，以家庭养老为主的养老

方式。特别是在农村地区，由于信息的相对封闭，养老观念更为保守与传统，更信奉“养儿防老”的原

则，对子女的依赖性更强。因此，他们会更倾向于年老之后退出劳动市场，再就业意愿较低。 
其次，较低人力资本会降低低龄老人再就业前景。人力资本是指存在于人体当中具有经济价值的身

体素质、文化素质与心理素质，其具体包括健康程度、文化水平、技能水平、道德与意志情况等[13]。一

方面，健康状况会影响低龄老人的再就业意愿与决策，具体表现为自评健康状况会影响老人对未来再就

业行为的预期，自我认为身体状况良好的低龄老人会更倾向于自身能胜任劳动任务，对自己再就业情况

的预估就会较高，再就业意愿会更强烈，反之亦然；还表现为具有良好日常生活能力和患病频率较低的

低龄老人更倾向于参与劳动，行为不便与生病频率较高的低龄老人由于自身的行动能力受限以及长期受

病痛的折磨则倾向于退出劳动市场。另一方面，文化与技能水平也会影响低龄老人再就业决策，文化与

技能水平能一定程度上衡量低龄老人的劳动能力与劳动效率。文化水平较低的低龄老人具有较低水平的

认知、理解与创新能力，从而降低其胜任工作的信心与用人单位的用人意愿；同理，具有较高技能水平

的低龄老人的工作经验更丰富、业务能力更强，其拥有更多的再就业机会，再就业意愿会更强烈。此外，

意志状况同样也会影响低龄老人的再就业决策，具体表现为生活态度越积极、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越强，

低龄老人的“老化”态度越积极、越不“服老”，就越倾向于参与劳动，相反，具有“老儿无用”思想

的低龄老人对待生活的态度就会较消极，对外在事物的接受能力有限，这些都会阻碍低龄老人的再次就

业意愿与决策。 
最后，狭窄的社交网络会阻碍就业信息的传播。就业信息的广泛性与差异性对低龄老人的再就业机

会的多寡与丰富程度产生重要影响。从信息获得途径看，农村地区的就业信息来源有亲戚朋友介绍、互

联网等[14]。其中，出于社会信任，低龄老人会认为亲戚朋友介绍的工作可靠性更高，从事其介绍的工作

可能性更大。然而亲戚朋友就业信息来源的多少与丰富程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家庭社交网络的广泛性与

多样性，理论上讲，家庭社交越广泛、社交频率越多、社交类型的差异性越大，低龄老人就行得到更多

的就业信息，反之则亦然[15]。此外，互联网会带来更多的就业信息，互联网的使用会增加低龄老人再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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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机会[16]。因此不会使用网络信息软件的低龄老人得到的就业信息量就会相对较少，再就业的可能性

就相对较少。 

3.2. 家庭情况 

作为家庭中的一份子，有子女的低龄老人在做再就业决策时，会将家庭作为考虑的重要因素。 
首先，家庭经济情况影响低龄老人的再就业决策。作为家庭成员的一份子，家庭总体的经济状况会

影响低龄老人的生活水平，具体表现为家庭经济情况较好的低龄老人会得到更多的转移性收入，依靠子

女的代际转移就可以足以满足日常生活开销，低龄老人就可以将时间用来娱乐休闲、锻炼身体与享受时

光，再就业意愿就会降低[17]。 
其次，代际分工情况影响低龄老人的再就业行为，具体表现为隔代抚养会阻碍低龄老人的再就业行

为[18]。出于家庭绵延的情结与家庭效率最大化等综合考虑，农村低龄老人会选择帮助子女抚育后代，以

降低家庭抚育成本，然而这也会挤出其劳动参与的时间，促使其再就业意愿降低。此外，出于交换理念，

当父母进行隔代抚养时，子女会对其进行经济补偿，补贴其生活日常开支、抚育费用，一定程度上可以

增加低龄老人的经济收入，从而会减少低龄老人额外劳动的意愿。 
最后，子女代际支持程度影响低龄老人的再就业意向，具体表现为子女的养老观念会影响低龄老人

的再就业决策。父母的养老观念会影响自身的再就业决策，同样子女的养老观念也会影响父母的再就业

决策[19]。一方面，养老观念较为传统的子女更倾向于认为，父母年老之后再外出奔波是子女不孝的表现，

因此他们会反对父母再就业行为，而鼓励其多花时间在休闲娱乐上；另一方面，父母年老之后再就业的

行为会被邻居、亲戚等周围群体认为属于子女自己不孝的表现，因此，迫于外在舆论及内在心理因素，

他们会反对自己父母年老之后再就业。而子女的支持程度会成为低龄老人考虑的重要因素。 

3.3. 社会情况 

首先，社会排斥造成低龄老人就业权利无保障，主要表现社会心理、文化排斥将低龄老人被排斥在

就业群体之外。老年人也和其他劳动者一样，拥有相同的就业权利。然而出于社会心理与文化因素，农

村低龄老人被贴上弱势群体的标签，认为其应该在社会保护之下，而将低龄老人排除在就业群体之外，

相对忽视了其具有的劳动权利，导致农村低龄老人的就业权利被剥夺[20]。 
其次，就业制度不完整造成低龄老人的就业权益无保障。我国《劳动法》与《劳动合同法》的适合

范围仅适用于在劳动年龄范围的劳动者，对于达到退休年龄的低龄老人已不再适用，且我国《社会保险

法》规定，缴纳年限达到 15 年之后且达到退休年龄就可以享受养老保险待遇，这对于低龄老人退休之后

再就业行为则形成了互斥关系。我国现行的有关低龄老人再就业涉及的法规为《老人权益保护法》，但

对于低龄老人具体的工作环境、工资待遇与合同保护则没有进行具体的规定[21]。社会的心理与文化将低

龄老人排斥在就业群体之外，阻碍其再次回到劳动市场；相关劳动权益保护法律欠缺、碎片化与低龄老

人自我保护意识不强、法律意识淡薄都会使低龄老人的就业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这些都会阻碍低龄老

人再次进入劳动市场。 

4. 农村低龄老人再就业提升路径分析 

在综合分析农村低龄老人再就业困境的基础之上，本节从养老观念、人力资本与就业保障等方面提

出相应的意见与建议。 

4.1. 转变养老观念，提升劳动意愿 

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起着能用的反作用，因此应重视农村家庭子女与低龄老人养老观念的转换，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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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社会倡导“老有所为”的积极观念。首先，应重视低龄老人传统养老观念的转换，形成“老有所为”

的社会氛围，积极进行新型养养老观念的宣传，鼓励健康且有劳动能力的低龄老人“走出家门”，发挥

余热；此外，还应重视农村家庭养老观念的更新，使子女认识到一味地单方向的给予低龄老人经济支持、

生活照料与精神慰藉并不能从根本上提高低龄老人的幸福指数，低龄老人更期望被认可其社会、家庭价

值，因此，应鼓励低龄老人在自身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适度参与再就业活动。 

4.2. 组织就业培训，提高劳动技能 

技能水平是低龄老人再就业意愿的重要因素，良好的技能水平有利于实现再就业意愿向再就业行为

的转换，技能水平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低龄老人的劳动效率，同时从而影响着老人的再就业机会。因此，

应重视低龄老人的技能培训，提高其人力资本。首先，充分利用老年大学等教育机构，将有具有良好行

动能力的低龄老人组织起来，结合用人单位的需要，有针对性的进行相关内容的培训，提高低龄老人的

技能水平；其次，各基层组织也应积极作为，与各相关培训机构进行合作，鼓励培训机构到基层开展培

训工作，通过经济、实物补贴的方式鼓励低龄老人积极参与培训，及时为合格的人员颁发培训合格证书；

最后，应充分利用互联网便捷的特点，利用抖音、快手、微信等平台，发布有关技能培训的视频，扩展

低龄老人学习的途径。 

4.3. 提高健康资本，减少劳动顾虑 

健康资本是农村低龄老人再就业的重要前提，而健康资本不仅仅由先天的身体素质决定，还与后天

的生活习惯与行为方式息息相关[22]。因此，要提高低龄老人的健康资本，可从纠正其不好的生活习惯与

生活方式出发，降低低龄老人疾病发生率，同时还应从医疗卫生方面保障低龄老人顺利恢复健康状态的

权利。首先，应进行健康防疫知识的宣传，通过健康讲座等方式进行健康教育，普及健康的膳食习惯与

行为方式，鼓励低龄老人多参加体育锻炼，重塑低龄老人良好的健康行为；同时还应加对慢性疾病的筛

查，及时关注老年群体的身体状况，做到早预防、早发现、早治疗；其次，还应完善基本医疗体系，扩

大基本医疗参保率，完善基础医疗设施设备，提高农村基层医疗服务水平，确保“病有所医”，保障低

龄老人的健康权利。 

4.4. 疏通就业渠道，增加劳动机会 

就业信息的多寡及多样性情况影响着农村低龄老人就业机会的多少。因此，尽可能多的创造就业

机会，才能促使低龄老人再就业意愿转化为再就业行为。首先，基层政府应通过税收优惠等措施鼓励

用人单位雇佣符合劳动要求的低龄老人；其次，应把公益性岗位优先安排给家庭经济收入较低的低龄

老人，鼓励其通过自我劳动创造家庭财富；最后，还应建立健全就业信息平台，用低龄老人使用频率

较多的网络信息软件如抖音、快手、微信等，传播就业信息，为低龄老人提供更多可供选择的就业信

息。 

4.5. 提升就业保障，保护劳动权益 

完善的就业保障可以使低龄老人的就业权益得到有效保障，减少低龄老人的劳动顾虑。因此，还需

重视有关低龄老人的就业保障情况。首先，应完善有关低龄老人再就业的法律法规，现行的《劳动法》

与《劳动保护法》对低龄老人的再就业规范的针对性不强，本质上来讲，低龄老人与用人单位并非只是

简单的劳务关系而是劳动关系，因此，需要对其劳动关系进行详细规定，使劳动权益保护有法可依；其

次，还要进行劳动权益的普及，通过讲座等方式向低龄老人常见的权益受损的表现及维权方式，提高其

维权意识，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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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人口老龄化不仅仅涉及的是出生人口的降低，还涉及到人均寿命的延长，而人均寿命的延长，还体

现出人民健康水平的提升。在人口老龄化与健康水平整体提升的情况下，低龄老人就业成为大势所趋。

对于国外的老年人就业的情况而言，我国老年人就业比例总体较低。作为老年人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低龄老人的再就业情况能反映老年人的整体水平。农村低龄老人作为农村地区重要的人力资源，其就业

行为关系到乡村振兴的顺利推进。通过分析与总结，发现阻碍农村低龄老人再次就业的因素涉及自身、

家庭与社会三个层面，不管是自身的养老观念、人力资本还是家庭经济情况、代际支持都会影响农村低

龄老人的再就业决策。因此，为促进农村地区低龄老人积极就业，应从转变养老观念、提高人力资本、

疏通就业渠道与提升就业保障等多方面综合进行，唯有综合考虑其再就业决策困境、解决其后顾之忧，

才能促使其继续发挥余热，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为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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