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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老龄化程度正在不断加深，数量庞大的老年人的养老问题迫在眉睫，但“重养轻用”的社会意识正

随着老年人退而不休再就业的社会现实而逐步发生着改变。本文将利用CLHLS2018数据通过Logit回归

进行实证研究，从老年人身心健康、退休后收入保障及代际收入流动等方面来分析老年人退休后再就业

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对其再就业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身心越健康越倾向于再就业；

退休后的收入保障的类型对老年人的再就业影响方向不同；代际收入流动对老年人再就业有显著促进作

用。通过实证研究的结果，对如何促进老年人再就业、推进延迟退休提出相应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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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gree of aging in China is deepening, and a large number of old people’s pension problems 
are imminent, but the social consciousness of “pay more attention to raising and use less” is gr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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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ally changing with the social reality that the old people retire without rest and re-employment. 
This paper will use CLHLS2018 data to conduct an empirical study through Logit regression, and 
analyz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etirement re-employment of the elderly from the aspects of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of the elderly, post-retirement income security and 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mobility.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of the elderly has a signifi-
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ir re-employment, that is, the healthier they are, the more inclined they 
are to re-employment; the types of income security after retirement affect the re-employment of 
the elderly in different directions; 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mobility has a significant promotion 
effect on the re-employment of the elderly.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empirical research,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suggestions on how to promote the re-employment of the elderly and 
delay retir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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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9 年国际老龄日的主题为“年龄平等之路”，强调通过老年人社会、经济和政治活动的积极参与

来缓解社会孤立与照护依赖等现实问题。2021 年 11 月，党中央与国务院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强新时代

老龄工作的意见》中明确表示要探索适合老年人的灵活就业模式，并鼓励老年人继续发挥作用。目前，

我国公民的预期寿命与价值观念都有了较大的改变，很多老年人都想发挥余热，再创个人与社会价值。

《老龄蓝皮书：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调查报告》指出，全国范围内有 9000 多万的 60 岁以上的老年

在业人口，并且老年人力资源储量正在逐年攀升。由此可见，老年人再就业已成为社会的一大趋势。老

年人再就业不仅可以帮助老年人发挥余热，还可以增加老年人的经济收入，减轻子女的经济负担，甚至

能够帮助老年人在再就业的过程中学习新的技能，拓宽社交网络，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因此研究老年

人再就业的影响因素，引导有意愿再就业的老年人积极投身退休再就业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2. 文献综述及研究假设 

就目前的研究来看，支持老年人再就业在理论方面，包含经济学理论中的人力资本理论、人口学中

表现为“积极老龄化”理论、社会学中则是身心健康发展理论。袁廿一(2011)基于人力资本理论指出，作

为退休制度的变革，延长退休年龄是对原有人力资本储量的再次利用和重新配置；就目前我国老龄化程

度不断加深的情况下，延长退休年龄必然会增加人力资本的存量[1]。王树新(2003)指出，就“积极老龄

化”理论而言，老年人再就业可以为老年人创造参与社会活动和学习的一切可能机会和条件，使老年人

尽可能减少长期依赖他人的状况，进而延长寿命的健康期和自立期[2]。此外，宋宝安等(2011)发现，老

年人在退休后选择再就业会提升自身的幸福感，从而有助于发展老年人身心健康[3]。 
针对影响老年人再就业意愿的因素有哪些的问题，国内众多学者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钱鑫和姜

向群(2006)将老年人再就业意愿的影响因素分为三个方面：满足经济需求、自身固有特征与健康状况以及

自身能力[4]。江维(2013)通过分析北京市朝阳区的调查数据，得出对再就业意愿的影响显著的因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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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的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和经济状况[5]。张翼(1999)在研究中表明，老年人再就业所能达到的职

业层次与收入，与老年人原本所取得的教育资本呈正相关的关系[6]。而钱鑫和姜向群(2006)通过实证研

究得出年龄、健康状况和经济状况对老年人再就业的影响较显著，受教育水平则并不显著[4]。此外，还

有研究发现针对老年人参与全职或兼职工作的意愿问题上，性别这一因素具有显著性影响，即男性老年

人的工作参与意愿较之女性老年人更高[7]。在使用 Logistic 模型对天津市老年人再就业意愿的分析结果

表明，子女态度对老年人再就业意愿有显著性影响，体制外工作者退休后的再就业意愿较高[8]，但也有

研究发现单位性质并不能显著预测老年人的再就业行为[9]。 
由此可以看出目前学者们对于老年人再就业的影响因素研究的方面可归类为：身心健康水平、退休

后经济保障水平等，故本文也会选用相应的代理变量纳入实证研究中。贾国年(1994)认为，老年人退休后

再就业能够为家庭带来经济收入，进而提升了自身的家庭地位，也消除一些因经济问题可能引发的家庭

内部冲突。如此看来，老年人选择退休再就业既可以实现自身的经济独立，不仅能减轻子女的经济负担，

还可以对子女提供一定的经济支持，从而承担部分家庭经济责任[10]。由此可以得出，老年人与子女间的

代际收入流动对于老年人再就业意愿也可能有促进作用。为进一步证实代际收入流动对老年人再就业意

愿的影响，本研究将其也纳入代理变量的选择维度中。鉴于此，本文选择 CLHLS2018 数据中老年人自评

健康状况，衡量老年人心理状态的孤独感水平以及退休金、个人/商业养老金持有情况和代际收入流动作

为探究老年人再就业的影响因素的变量。并由此提出假设： 
H1：老年人自评健康状况对老年人再就业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2：老年人孤独感水平对老年人再就业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H3：老年人退休金和个人/商业养老金持有情况对老年人再就业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4：代际收入流动对再就业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3. 数据变量和研究方法 

3.1. 数据介绍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 2018 年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简称“中国老年健康调查”，英文缩

写 CLHLS)，调查问卷针对存活被访者和死亡老人家属存在两种问卷形式。该调查在 1998 年进行基线调

查，最近的一次跟踪调查时间为 2018 年。本文对数据进行筛选，在剔除缺失情况严重和不符合要求的样

本后，研究使用到的样本容量为 2925 人。 

3.2. 变量选取与描述 

本研究关注代际支持对城镇老年人再就业的影响，老年人退休再就业行为是研究的被解释变量。

CLHLS2018 年针对老年人再就业询问了“您在退休后是否从事有偿工作？”，本文选取该问题作为老年

人是否再就业的依据，并将回答“是”编码为“1”，“否”编码为“0”。根据现有老年人再就业影响

因素的研究，发现个人基本特征、家庭结构、经济状况等因素都有可能对老年人的再就业行为产生影响，

故选取性别、年龄、健康状况、退休金、婚姻状况、受教育水平作为本研究的控制变量。在选取影响因

素的变量过程中，发现个人/商业养老保险的持有情况对老年人退休再就业也有显著性影响，区别以往学

者选取养老金的情况，故本文选取更具有解释力的个人/商业养老保险作为重要的解释变量。此外，也有

学者提出代际收入流动可能对老年人退休再就业有些一定影响，故本文加入了子代对亲代及亲代对子代

的经济支持作为解释变量，且在经济支持的编码上，根据综合所得税税率表选取税率为 0%、25%、45%
的对应数额进行相应编码。主要的变量及其描述统计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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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Variable assignment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表 1. 变量赋值与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变量赋值及说明 均值 标准差 

再就业 没有 = 0，有 = 1 0.16 0.37 

性别 女 = 0，男 = 1 0.43 0.49 

户口 农村 = 0，城市 = 1 0.26 0.44 

年龄 50~74 岁的年轻老年人 = 1，75~89 岁的老人 = 2， 
90 岁以上长寿老人 = 3 

2.10 0.75 

婚姻状况 丧偶离婚等 = 0，已婚包括已婚分居 = 1 0.44 0.49 

受教育年限 没有受教育 = 1，受到义务教育以下教育 = 2， 
受到义务教育以上教育 = 3 

1.62 0.65 

地区 东部 = 1，中部 = 2，西部 = 3 1.76 0.82 

自评健康 差或很差 = 1，一般 = 2，好或很好 = 3 2.33 0.70 

孤独感 从不 = 1，很少 = 2，有时 = 3，经常 = 4，总是 = 5 1.96 0.99 

退休金 无 = 0，有 = 1 0.24 0.43 

商业/个人养老金 无 = 0，有 = 1 0.01 0.11 

老人对子代的经济支持 不超过 3000 元 = 1，3001~35,000 元= 2， 
35,001~80,000 元= 3，80,001 元及以上 = 4 

1.07 0.29 

子代对老人的经济支持 同上 1.27 0.46 

3.3. 研究方法 

在本文的研究中，被解释变量退休后再就业是二分类变量，故使用 Logit 回归方程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具体方程可以表示为： 

( )Logit rework 0 1qhealth 2lonely 3retirement 4insurance 5give 6receive
7sex 8hukou 9age 10marriage 11edu _ y 12province

β β β β β β β
β β β β β β ε

= + + + + + +

+ + + + + + +
 

方程的左侧为被解释变量退休老年人再就业，取值为 1 或者 0，其中 1 表示退休后再就业，0 表示退

休后不再就业。方程的右侧为影响退休老年人再就业的解释变量，依次分别为老年人自评健康状况、孤

独感水平、退休金持有情况、个人/商业养老保险持有情况、老人对子代的经济支持、子代对老年人的经

济支持、性别、户口、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年限、地区， ( )n n 1,2,3, ,11β = � 表示各自变量系数，β0
表示常数项，ε为随机误差项。 

3.4. 实证结果分析 

CLHLS 数据导入 stata 软件，按照研究需要整理完毕，通过 stata 软件构建 Logit 的回归方程，结果

见表 2。表 2 包含了 7 个模型，其中模型 7 是根据实证方法中所列方程运算得出的最终模型，最终包含

12 个变量。每个变量对应的第一行汇报发生几率比，第二行汇报标准误。 
根据 Logit 模型估计结果，从模型 1 可以看到，在老年人基本特征方面，性别、户口和受教育年限对

老年人再就业有显著的影响，且都在 99%的置信水平上显著。在老年人家庭特征方面，婚姻状况对其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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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略有影响，在 90%的置信水平上显著，婚姻状况为在婚的老年人比离婚的老年人再就业的可能性高

出两成左右；老年人所处地区对老年人再就业也有显著影响，在 9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且为负向影响，

即中西部地区对比东部地区老年人在就业的几率低 15%。为了更加明确地观察各变量对老年人再就业的

影响，本研究将各个关键解释变量分别提取出来，逐个建立模型。 
 

Table 2. Estimation results of Logit model 
表 2. Logit 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性别 1.53*** 
(0.17) 

1.50*** 
(0.17) 

1.52*** 
(0.17) 

1.48*** 
(0.17) 

1.46*** 
(0.17) 

1.44*** 
(0.17) 

1.47*** 
(0.18) 

户口 0.51*** 
(0.06) 

0.52*** 
(0.06) 

0.52*** 
(0.06) 

0.50*** 
(0.06) 

0.53*** 
(0.07) 

0.51*** 
(0.07) 

0.52*** 
(0.07) 

年龄 0.93 
(0.07) 

0.94 
(0.07) 

0.93 
(0.07) 

0.95 
(0.07) 

0.99 
(0.08) 

0.99 
(0.08) 

0.99 
(0.08) 

婚姻状况 1.24* 
(0.15) 

1.26* 
(0.15) 

1.21 
(0.15) 

1.24* 
(0.15) 

1.30** 
(0.17) 

1.29* 
(0.17) 

1.28* 
(0.16) 

受教育年限 1.28*** 
(0.10) 

1.28*** 
(0.10) 

1.27*** 
(0.10) 

1.27*** 
(0.11) 

1.30*** 
(0.11) 

1.28*** 
(0.11) 

1.27*** 
(0.11) 

地区 0.84** 
(0.05) 

0.83*** 
(0.05) 

0.83*** 
(0.05) 

0.82*** 
(0.05) 

0.82** 
(0.06) 

0.82** 
(0.06) 

0.83** 
(0.06) 

自评健康  1.26*** 
(0.09) 

1.21*** 
(0.09) 

1.19** 
(0.09) 

1.19** 
(0.09) 

1.18** 
(0.09) 

1.18** 
(0.09) 

孤独感   0.89* 
(0.05) 

0.90* 
(0.05) 

0.90* 
(0.05) 

0.90 
(0.05) 

0.90* 
(0.05) 

退休金    1.57*** 
(0.27) 

1.53** 
(0.27) 

1.53** 
(0.27) 

1.51** 
(0.26) 

商业/个人养老金     0.43* 
(0.20) 

0.42* 
(0.20) 

0.44* 
(0.21) 

老人对子代的 
经济支持 

     1.28** 

(0.13) 
1.20* 
(0.13) 

子代对老人的 
经济支持 

      1.40*** 
(0.15) 

常数项 0.19*** 

(0.05) 
0.11*** 
(0.03) 

0.15*** 
(0.06) 

0.10*** 
(0.04) 

0.09*** 
(0.04) 

0.07*** 
(0.03) 

0.05*** 
(0.02) 

伪 R 方 0.0319 0.0353 0.0369 0.0380 0.0379 0.0401 0.0441 

显著性水平：*p < 0.1；**p < 0.05；***p < 0.01，括号内为标准误。 

 
从模型 2 可以看出，自评健康对老年人再就业的影响十分显著，即自评健康状况越好的老年人在就

业的几率是自评健康状况较差的老年人的 1.26 倍，假设 1 得到验证。 
在模型 3 中，加入了老年人孤独感水平，根据数据显示，孤独感对老年人再就业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置信水平为 90%，即孤独感越强烈的老年人更不愿意选择再就业，可见老年人心理状态对退休后再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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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显著影响，假设 2 得到验证。 
而模型 4 中，加入老年人退休金持有情况得出回归结果显著，影响方向为正，这意味着在退休后持

有退休金的老年人更倾向于退休后再就业，且其再就业的几率是没有退休金老年人的 1.57 倍。在模型 5
中，加入了个人/商业养老金持有情况对老年人再就业的影响在 9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影响方向为负，

即持有个人/商业养老金的老年人再就业的几率比没有个人/商业养老金的老年人低 57%。老年人持有养老

金确实对再就业有正向的显著影响，但是老年人持有个人/商业养老金反而会降低老年人再就业的几率，

即个人/商业养老金持有情况确实对老年人再就业有显著性影响，但是影响方向为负，则假设 3 部分成立。 
在模型 6 中，在加入老人对子代的经济支持后，其对老年人再就业在 95%置信水平上显著，即亲代

对子代的收入流动能促进老年人再就业。模型 7 最后加入的子代对老人的经济支持对老年人再就业有十

分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在 99%置信水平上显著，说明子代对亲代的收入流动同样可以促进老年人再就业，

子代对亲代经济支持多的老年人相较于收到子代经济支持少的老年人再就业的几率要高四成。即假设 4
成立。 

最后，将以上关键解释变量合并到模型 7 中，模型 7 是各变量对老年人再就业影响的综合模型，各

个变量的显著性水平和作用方向依然没有发生改变。实证结果表明，自评健康状况对老年人再就业有显

著正向影响，孤独感对老年人再就业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退休金持有情况与个人/商业养老保险持有情

况均对老年人再就业有显著影响，但影响方向相反。可能的解释是退休金与个人/商业保险对老年人带来

的经济上的满足感不同，退休金相对于个人/商业养老保险来说，经济保障程度较低，所以二者虽都对老

年人再就业影响显著，但方向相反，即拥有退休金的老年人相较于持有个人/商业养老保险的老年人更倾

向于退休后再就业。而代际间的收入流动，包括老人对子代的经济支持与子代对老人的经济支持，对于

老年人再就业的影响也很显著，其中子代对亲代的经济支持对老年人再就业有更显著的促进作用。 

3.5. 异质性分析 

在基础回归模型的实证结果分析基础上，为更深入地探讨老年人再就业影响因素的差异性。本文对

老年人再就业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样本的检验，分别通过分户籍、分性别、分地区进行 Logit 回归，如表

3 所示。 
首先分户籍来看，城市户籍老年人与农村老年人，自评健康状况与个人/商业养老保险持有情况对其

再就业的影响都不显著。对于城市老年人来说，其心理状态和代际收入流动对其再就业的影响是最显著

的，即在心理状态较好，孤独感水平较弱以及自己与子女有经济支持时，城市老年人的再就业意愿更加

强烈。而对于农村老年人来说，其退休金持有情况对其再就业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与没有退休金农村老

年人相比，有退休金的农村老年人再就业的几率多一倍。而个人/商业养老保险持有情况对城市与农村老

年人都没有影响。 
分性别来看，自评健康、个人/商业养老金持有以及子代对老人的经济支持对男性老年人有显著的影

响，其中自评健康情况对于男性老年人再就业的影响显著程度更高，而退休金持有情况则对女性老年人

再就业的影响显著程度更高，即在面对再就业问题时，男性老年人与女性老年人有强烈的个体差异。而

在个人/商业养老金的持有情况上，对男性老年人的再就业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持有个人/商业养老金的男

性老年人比没有持有的男性老年人再就业的几率低了将近八成，而这一指标对女性老年人则没有影响。 
分地区来看，对于东部的老年人来说，自评健康状况、退休金持有情况对再就业都有显著正向影响，

退休金的影响系数较高，持有退休金的东部老年人再就业的几率是没有退休金的东部老年人的 1.6 倍。

且在东部老年人再就业影响因素分析中，除个人/商业养老金以外，其余各项解释变量都有十分显著的影

响，如孤独感对东部老年人再就业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孤独感较强的老年人与孤独感较弱的老年人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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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就业的几率低了 15%。此外，代际收入流动对于东部老年人再就业也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对于西部老

年人来说，各项主要解释变量对其再就业的影响都不显著，故西部老年人再就业的影响因素相比东部老

年人来说，可能会更加复杂。 
 

Table 3. Sub-sample test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e-employment of the elderly 
表 3. 老年人再就业影响因素的分样本检验 

变量 
分户籍 分性别 分地区 

城市 农村 男性 女性 东部 西部 

自评健康 1.13 
(0.10) 

1.32 
(0.23) 

1.18* 
(0.11) 

1.229 
(0.17) 

1.18* 
(0.11) 

0.97 
(0.22) 

孤独感 0.81*** 
(0.06) 

1.27* 
(0.16) 

0.886 
(0.06) 

0.92 
(0.10) 

0.85** 
(0.06) 

0.73 
(0.13) 

退休金 1.17 
(0.27) 

2.06*** 
(0.55) 

1.34 
(0.27) 

2.14* 
(0.85) 

1.60** 
(0.34) 

0.95 
(0.36) 

个人/商业养老保险 0.42 
(0.22) 

0.75 
(0.83) 

0.25** 
(0.18) 

1.063 
(0.67) 

0.48 
(0.26) 

0.45 
(0.48) 

老人对子代的 
经济支持 

1.25* 
(0.14) 

0.90 
(0.28) 

1.20 
(0.15) 

1.14 
(0.24) 

1.30** 
(0.16) 

0.62 
(0.22) 

子代对老人的 
经济支持 

1.38*** 
(0.16) 

1.52* 
(0.37) 

1.52*** 
(0.20) 

1.23 
(0.23) 

1.44*** 
(0.18) 

1.09 
(0.39)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样本量 2160 511 1556 1115 1963 452 

R 方 0.034 0.114 0.035 0.046 0.040 0.057 

显著性水平：*p < 0.1；**p < 0.05；***p < 0.01，括号内为标准误。 

4. 结论 

本文通过实证分析探究了老年人再就业的影响因素，得出对于老年人再就业的影响因素包括：性别、

户口、婚姻状况、受教育年限、地区、自评健康状况、孤独感水平退休金持有情况、个人/商业养老金的

持有情况、代际收入流动情况。综合来看，自评健康状况好、孤独感较弱、持有退休金、受教育程度高

的老年人是有意愿参与到退休后再就业的主要人群，而在这类人群中，男性老年人比女性老年人更倾向

于退休后再就业，农村老年人相比城市老年人更愿意再就业，而东部地区老年人比西部老年人更倾向再

就业。而持有个人/商业养老保险的老年人参与再就业的意愿很低。在探究老年人再就业影响的分样本检

验中发现，老年人再就业影响因素有明显的户籍、性别与地区差异，在促进老年人再就业的过程中也要

关注到这一点。 
值得一提的是，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加入了体现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孤独感水平作为自变量，

更加综合与全面地去探究老年人再就业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无论是老年人的身体健康水平还是心理健

康水平，都能显著影响老年人的再就业意愿。可见如若要推动老年人再就业，老年人的自身健康水平是

非常重要的考量维度，其中既包含身体健康还包括心理健康。此外，老年人自身的其他情况对于再就业

也有很大的影响，例如性别、受教育水平、婚姻状况及退休后的经济保障情况。总体来看，并没有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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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商业养老金，但持有退休金的已婚、受教育水平高的男性老年人是再就业意愿最强烈的，在今后延

迟退休的推进过程中，可以更关注这部分老年人的再就业意愿，作为弹性化延迟退休的突破人群。在探

讨代际收入流动对老年人再就业的影响上，从实证分析的结果来看，代际收入流动对老年人再就业有显

著的促进作用，特别是子代对老年人的经济支持对于老年人再就业的影响非常显著。可能的解释是老年

人在自身经济状况良好的情况下，更倾向于通过再就业来满足除金钱以外的需求，这一点在促进老年人

再就业的过程中也应被纳入思考范围。 

5. 对策建议 

(一) 全社会共同营造“老有所为”良好氛围 
通过宣传教育，培养退休老年人再就业、发挥余热的社会意识，主张在老有所为中实现老有所乐，

甚至是老有所成。提升老年人独立、自尊、自信意识，使积极老龄化思维深入人心。此外，在宣传“老

有所为”意识的过程中，应关注东西部老年人的差异性，运用具有针对性的宣传策略，缩小东西部老年

人在再就业问题上的意识差距。除了在老年人群体中宣传“老有所为”以外，也需要在年轻人群体中宣

传支持老年人发挥个人及社会价值的意识，使老年人退休再就业得到子女的支持，从而共同营造出“老

有所为”的良好氛围。 
(二) 构建老年人力资源开发平台，将有意愿再就业的老年人纳入再就业队伍 
根据实证结果可知，身心健康、有退休金保障、受教育的老年人再就业的几率更高，而将这一部分

老年人纳入到再就业队伍中，既可以满足其对退休后再就业的渴望，其健康状况良好并受过教育的特性

也能使其在再就业岗位上体会到“老有所为，老有所乐”，体现自身价值，提升幸福感。因此，应构建

老年人力资源的开发平台，将有再就业意愿的老年人群体记录在册，通过开发平台与再就业岗位对接。 
(三) 弹性化延迟退休年龄，完善相关配套政策 
可以借鉴日本政府颁布的《老年雇佣安定法》，依据老龄社会现实，解决老年工作者再就业的就业

歧视、工作时长、工作强度、福利待遇等具体问题，发挥立法的先导作用。基于我国当前对于延长退休

年龄政策的设想，建议可以首先从医生、教育、科研机构等群体入手，调整现有返聘制度，发挥老年人

才资源竞争优势，化解我国人才资源供给的结构性短缺[11]。此外在实施弹性化延迟退休政策的同时，可

以调整现行的养老金给付方式，从而激发低龄老年人群体社会参与的内生动力。 
(四) 政、企协力为老年人提供更多的再就业岗位 
一方面，政府应根据老年人的身心特点，创造出适合不同情况老年人再就业的岗位，尽量缩短工作

时长、降低工作强度，可以让老年人就近工作，这样既可以使老年人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来平衡再就业

与休闲娱乐之间的关系，充实晚年生活。另一方面，政府应拓宽老年人再就业的渠道，及时发布老年人

再就业岗位信息，实现信息透明、畅通。政府建立鼓励和扶持的优惠政策，鼓励相关企业为老年人提供

再就业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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