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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口老龄化问题突出、劳动人口缩减，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在积极老龄化背景下，

充分认识到老年人力资源的潜在能量发掘老年人口红利将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力。但是由于目前对

于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的程度不足，导致老年人的实际就业率、就业质量不高。本文通过文献梳理发现老

年人力资源开发的影响因素有三种类型分别是人口特征变量、社会特征变和健康特征变量。对CFPS2020
数据进行Probit回归分析，发现这三种因素对老年人力资源开发均有显著影响。基于以上三种类型的影

响因素从政府、企业、社会及个人多元主体参与的角度提出对策建议，旨在探索多元共建视角下优化老

年人力资源开发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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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blem of aging population and shrinking labor force is an important problem to be sol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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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gently in my country’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the context of active aging, fully 
realizing the potential energy of the elderly’s human resources and exploiting the demographic 
dividend of the elderly will inject new impetus into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However, 
due to the insufficient development of human resources for the elderly, the actual employment 
rate and employment quality of the elderly are not high.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re are three types of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resources in the 
elderly, namely demographic variables, social characteristics and health characteristics. Probit 
regression analysis was performed on the CFPS2020 data, and it was found that these three factors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resources in the elderly. Based on the 
above three type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articipation of multiple subjects of government, enterprises, society and 
individuals,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scheme of optimizing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resources for 
the elder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ultiple co-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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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根据 2020 年“七普”数据显示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同 2010 年相比下降了 6.79% [1]。60 岁及以上人口

占总人口数的 18.70%、65 岁及以上人口数量占总人口数的 13.50%。“十四五”时期，随着“少子老龄

化”的进程加速，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人口红利逐渐消失，老年人口数量将高速攀升，未来国民经济可

持续增长面临巨大挑战。2020 年 10 月我国首次明确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老年

人力资源开发是积极老龄化背景下未来国家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高度重视老年人力资源开发可

以有效缓解我国“渐富快老，边富边老”的人口老龄化压力，为减轻国家、家庭和个人的经济负担，从

而全面提升社会整体的人力资源利用效率具有重要意义[2]。优化老年人力资源开发，实现政府、企业、

社会、个人多元主体参与共建，以把握第二次人口红利、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同时，对于老年人

自身来说，老年阶段的就业可以促进老年人的社会归属感和自我实现，是实现健康老龄化目标的重要载

体。本文通过文献研究分析出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的主要影响因素——人口特征因素、社会特征因素、健

康特征因素[3]，并结合 CFPS2020 数据在以找出的主要影响因素的基础上进行 Probit 分析验证构成三类

影响因素的底层因素对于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的影响路径，进而针对影响因素提出优化方案。 

2. 文献综述 

2.1. 老年人力资源的概念界定 

对于“老年人力资源”的概念国内外学者虽有着丰富的概念界定，但呈现出一个统一的特点。首先，

对年龄的界定，即年龄在 60 岁以上的人；其次，有劳动能力和劳动意愿的人；最后，正在从事或有意愿

从事社会经济生活的人。所以我们选取了田书芹学者提出的：“老年人力资源是指 60 岁及以上人口中具

有一定劳动能力和工作意愿、能够被组织所利用，可以从事生产等工作，创造价值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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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体力和脑力总和[4]。” 

2.2. 老年人力资源整体现状及特点 

目前，我国老年人口呈现人口规模大、增长迅速；地区分布差异、产业分布不均衡；未富先老等典

型特征。数量上，2030 年我国 65 岁以上的人口约占总人口数的 16%，2050 年预测为 25%左右，未来一

段时间我国将持续人口老龄化“高原”的态势。质量上，老年人力资源受教育程度差异，根据中国劳动

统计年鉴 2021 数据，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目前就业或者再就业的老年人呈现学历结构失调，受教育水

平普遍偏低，高学历老年人力资源过少。以读过大学专科及以的作为高学历老年人力资源，高学历老年

人力资源占老年人就业总数的 0.95%。 
陈磊(2015)我国老年人力资源开发分布呈现东部沿海“质优量差”，中西部“量优质差”[5]。我国

老年人力资源开发也存在较大的城乡差距，农村老年人约 51.35%通过劳动获得收入，而城镇老人只有

18.5%的水平；参与劳动就业的老年人，自营劳动者占比最高(56.64%)，雇员次之(38.32%)，家庭帮工第

三(3.39%)，雇主最少(1.65%)。 

2.3. 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现状 

李朋波(2016)提出为了老年人力资源可以得到合理的开发和利用，政府、社会、企业以及个人都要承

担起各自的责任。政策要发挥导向作用，社会要营造积极的老年人就业氛围，企业合理优化开发老年人

力资源，以及老年人个人要不断发现自身潜在优势[4]。 
童玉芬(2020)指出，中国老年人从事农业生产的比例较大[6]。结合上文的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20)

的数据也能发现，56.64%的老年劳动人口为自营劳动者。产生此种现象的原因与城乡老年人分布结构有

关，年轻人涌向城市打工，老年人留在家乡务农，但这只是一方面的因素。另一方面在社会层面和企业

层面对于老年人的教育培训针对性不强，使得老年人难以融入第二、第三产业的工作之中，目前来看对

于老年人力资源的优化开发，多元主体的协同效果还未达到理想状态。 

2.4. 中国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的紧迫性及必要性 

胡湛(2022)随着中国老龄化程度的加深，人力资本结构的转变和国际人口迁移流动加剧，对人口及劳

动力格局的重塑将逐渐转化为产业结构和经济形态升级的强烈诉求[7]。未来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

过程中，人口老龄化将进一步加剧，在信息高度交互的时代格局下促进了人力资源的进一步优化配置[8]。
解决目前人口老龄化的最有效方式是老年人的“劳动养老”，就业是人们参与社会发展的最佳途径之一，

社会治理创新背景下老年人的灵活就业、“时间银行”志愿者、家庭劳动收入也可以视为“就业”范畴。 

3. 研究设计 

3.1. 理论基础 

3.1.1. 人力资本理论 
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重点强调人是影响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主要取决于社会中

人的质量的提高。人力资本可以表现为智力、能力、技术、健康。人力资本同其他生产要素一样，在经济社

会生产中起重要作用。本文所探讨的人力资本理论聚焦以老年为主体的优化老年人力资源开发实践之中[9]。 

3.1.2. 余力理论 
余力理论又称为边界理论，该理论是由霍德华·麦克拉斯基于 1963 年提出。余力理论由“能量”“负

担”“余力”三个概念及其关系构成。余力(Margin)是指个体生活中拥有的能量与承担的负担之间存在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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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函数关系；能量(Power)可以被看作是个体最大限度上应对生活消耗与承载负担的水平，一般大致划

分为生理能量、社交能量、智力能量、经济能量、技能能量。负担(Load)被视为能量的输出与消耗，他

是成人为保证与提升生活自主性所产生的个体及社会需求，一般可以划分为一般负担(应对日常生活)与特

殊负担(应对突发危机)。三者关系用公式可表达为：能量(P)/负担(L) = 余力(M)。本文所吸纳余力理论的

主要观点，借鉴运用到优化老年人力资源开发对策建议中[10]。 

3.1.3. 多中心理论 
多中心治理理论强调的是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该理论强调多中心治理模式，建立政府、市场、社会的

协同框架。本文依据多中心治理理论分析老年人力资源开发多元共建，致力于提升老年人力资源利用效率。 

3.2. 数据说明 

2020 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此项调查展现了我国社会、人口、教育、经济、健康的发展变迁。CFPS 
2020 年调查数据探究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的影响因素，对原始数据进行了必要的修改。在数据筛选阶段，由

于对老年人的界定是年龄在 60 岁以上的人，所以本文剔除了所有年龄小于 60 岁的样本，同时对无效数据

剔除，用于探究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的影响因素。主要解释变量及含义入表 1 所示，描述性分析如表 2 所示。 
 
Table 1. Main explanatory variables and their meanings 
表 1. 主要解释变量及含义 

变量名称 符号 变量含义 

当前工作状态 employ 在业 = 1，失业 = 0 

年龄 age 连续型变量 

性别 gender 男性 = 1，女性 = 0 

婚姻状态 marriage 连续型变量 

省份 province 连续型变量 

城乡 urban 城镇 = 1，乡村 = 0 

学历 education 连续型变量 

工作满意度 satisfaction 连续型变量 

工作收入感知 feeling 连续型变量 

健康状态 health 连续型变量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 
表 2. 描述性分析 

Variable Mean Min Max n 

employ 0.5108827 0 1 4962 

age 68.23559 60 95 4962 

gender 0.5163241 0 1 4962 

marriage 2.464329 1 5 4962 

province 36.67715 11 65 4962 

urban 0.4981862 0 1 4962 

education 2.155582 1 7 4962 

satisfaction 3.957377 1 5 4962 

feeling 4.357377 1 5 4962 

health 3.376058 1 5 4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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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实证分析 

4.1. 变量设置 

4.1.1. 因变量 
本文使用 2020 年 CFPS 调查问卷中“当前工作状态”(employ)为因变量来反映老年人的就业状态。 

4.1.2. 自变量 
根据已有的文献分析，本文将因变量分为了三种类型，分别是(1) 人口特征变量，此项变量包含年龄、

性别以及婚姻状态；(2) 社会特征变量：此项变量包含省份、城乡、学历、工作满意度、工作收入感知；

(3) 健康特征变量。 

4.2. 相关性分析 

本文对因变量(employ)和三类自变量进行了相关性分析，结果如表 3 所示。 
 
Table 3. Correlation Analysis Results 
表 3. 相关性分析结果 

 employ province urban age gender marriage satisfaction feeling health education 

employ 1.000          

province 0.101*** 1.000         

urban −0.355*** −0.067*** 1.000        

age −0.262*** 0.024* 0.020 1.000       

gender 0.136*** 0.039*** −0.035** −0.001 1.000      

marriage −0.143*** 0.032** 0.016 0.251*** −0.182*** 1.000     

satisfaction 0.695*** 0.087*** −0.318*** −0.284*** 0.152*** −0.122*** 1.000    

feeling 0.250*** −0.043*** 0.029** −0.194*** 0.153*** −0.079*** 0.263*** 1.000   

health −0.123*** 0.071*** −0.035** 0.062*** −0.111*** 0.040*** −0.130*** −0.110*** 1.000  

education −0.143*** −0.125*** 0.247*** −0.173*** 0.255*** −0.117*** −0.132*** 0.102*** −0.092*** 1.000 

注：***p < 0.01，**p < 0.05，*p < 0.1。 

4.3. Probit 回归模型 

本文旨在考察影响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的因素，利用老年人是否仍在工作为二值虚拟变量使用 Probit
模型考察，Probit 模型的设定如下： 

Pr(employi = 1) = α1∙age + α2∙gender + α3∙marriage + α4∙province + α5∙urban + α6∙education + 
α7∙satisfaction + α8∙feeling + α9∙health + φ + εi 

上式中，i 代表每一个老年人个体，employ 代表因变量，表示老年人是否就业；employ，age，gender，
marriage，province，urban，education，satisfaction，feeling，health 为自变量，φ 代表固定效应，εi 为随

机干扰项，α1~α9 为待估系数。 
基于上文的相关性分析，可以发现自变量当前工作状态(employ)与因变量年龄(age)、性别(gender)、

婚姻状态(marriage)、省份(province)、城乡(urban)、学历(education)、工作满意度(satisfaction)、工作收入

感知(feeling)、健康(health)在 1%的水平上显著相关。本文逐步加入人口特征变量、社会特征变量以及健

康特征变量以此来保证文章结论的稳健性，结果汇总于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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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Probit regression results 
表 4. Probit 回归结果 

 
因变量：employ 

(1) (2) (3) St.Err. 

age −0.058*** 
(−17.04) 

−0.039*** 
(−8.09) 

−0.039*** 
(−8.07) 0.002 

gender 0.335*** 
(8.98) 

0.184*** 
(3.57) 

0.172*** 
(3.34) 0.049 

marriage −0.078*** 
(−4.31) 

−0.099*** 
(−4.24) 

−0.1*** 
(−4.28) 0.005 

province  0.006*** 
(3.78) 

0.007*** 
(4.08) 0.052 

urban  −0.668*** 
(−13.64) 

−0.68*** 
(−13.82) 0.023 

education  −0.15*** 
(−6.45) 

−0.155*** 
(−6.62) 0.006 

satisfaction  0.195*** 
(31.83) 

0.193*** 
(31.46) 0.006 

feeling  0.041*** 
(7.10) 

0.04*** 
(6.86) 0.019 

health   −0.076*** 
(−3.98) 0.023 

Constant 3.981*** 
(17.58) 

3.325*** 
(9.79) 

3.585*** 
(10.32) 0.347 

Pseudo r-squared 0.475 Number of obs 4962 

Chi-square 3263.173 Prob > chi2 0.000 

Akaike crit. (AIC) 3633.269 Bayesian crit. (BIC) 3698.364 

注：***p < 0.01。 
 

第(1)列使用 Probit 估计方法仅考察人口特征变量对于因变量(employ)的影响；第(2)列在第(1)列的基

础上加入社会特征变量的影响；第(3)列在第(1) (2)的基础上加入健康特征变量，结果显示健康特征变量

(health)对因变量影响显著。 

4.4. 结果分析 

基于上文的 Probit 分析结果，年龄(age)健康(health)变量与是否就业(employ)成显著的负相关。此结

果同文献分析其他的学者的研究结果也是相符的，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在身体和智力上都会出

现一定程度的衰退，工作的胜任力也会退步。通过数据的分析，可以看到优化老年人力资源开发，重点

对象在 60~69 岁的低龄老年人。 
性别(gender)变量与因变量是否就业(employ)成正相关，是因为男性老年人就业率高于女性。政策的

方向可以提升女性老年人就业开展，设置适合女性老年人的工作岗位，来提升女性老年人的就业率。 
婚姻状态(marriage)变量与因变量是否就业(employ)成负相关，对于婚姻状态不好的老人来说，他们

抵抗老年风险的能力就会减弱，会驱使这部分老年人增加劳动力投入增加收入来抵抗未来风险。政策的

方向要重点关注这部分老年人的精神负担和生活负担，给予老年人就业的人文关怀，使老年人不仅实现

老有所为，更要实现老有所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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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份(province)变量与因变量是否就业(employ)相关，此项结论符合文献分析结果，关于老年人力资

源开发程度，不同地区呈现显著差异。东部沿海地区老年人就业数量低于中西部地区，可能是由于中西

部的老年人基数多于东部沿海老年人基数。因此关于老年人力资源开发要因地制宜，根据当地实际具体

问题具体分析。 
城乡(urban)学历(education)变量与因变量是否就业(employ)负相关，因为在受教育水平上，农村的老

年人普遍低于城市老年人。由于年轻劳动力涌向城市，农村老年人的数量多于城市老年人。所以在老年

人的就业产业分布表现为基本都是农、林、畜牧业人员，产业结构单一。城镇老年人享有较为充分的养

老保障所以养老焦虑低于乡村老人，在老年阶段就业的意愿也低于农村老年人。因此针对乡村老人的第

二、第三产业的职业培训，和针对城镇老人的就业鼓励引导，是未来优化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的重点方向。 
工作满意度(satisfaction)工作收入感知(feeling)变量与因变量是否就业程正相关。老年人的工作满意度

越高、对工作收入的感知越好，老年人的劳动力投入就会越多。可见，对老年人力资源开发不仅要重视

老年人劳动所创造的社会收益，还要重视老年人在工作中的体验感，使得老年人从工作中获得成就感同

时满足老年自我实现需求。 

5. 优化老年人力资源开发路径 

结合文献回顾以及实证分析结果，基于学科理论基础，从实际出发针对老年人力资的特点与优势，

以及在开发过程中的痛点难点针对政府、社会、企业、个人四个方面提出优化老年人力资源多元共建的

可行路径。 

5.1. 政策积极引导，转变认识误区 

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在经济发展进入一定的程度后就会出现一定程度的人口老龄化问题[11]。但是我

国目前的老龄化是“渐富快老、边富边老”，未来我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将进一步缩减与此同时老年人口

进一步扩大，老龄化问题还会进一步加深，在物质积累不充分的前提下，我国的老龄化问题极其紧迫。

此时需要政府来积极引导社会转变观念，老年人由于自己的生长阅历以及经验储备是未来经济社会发展

的动力[12]。在积极老龄化的背景下，政府应引导大众树立积极老龄化的理念，从意识形态上树立老年人

积极就业的理念[13]。 
对促进老年人积极就业需要政府、社会、企业以及个人的共同努力，消除对老年人的年龄歧视[14]。

倘若实现老年人力资源的优化开发，则可以很大程度上解决年轻人的养老负担以及目前劳动力市场短缺

的情况。对老年人个人而言，亦可实现“老有所用”、“老有所为”的晚年生活。 

5.2. 明确开发目标，把握技术红利 

通过上文的实证分析，可以发现年龄(age)与老年人力资源开发呈现负向影响，随着年龄与老年人力

资源供给成负相关，年龄越大，身体和智力上会出现衰退，越倾向于减少劳动力供给，这是人自然发展

不可避免的自然规律。普遍来说，低龄老年人的身体和智力水平仍然可以适应工作胜任力要求。在实证

研究中也可以发现，目前低龄老年人的就业意愿仍然比较强烈。根据西奥多·W·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

论，人力资本通过投资形成并同土地和资本一样在社会生产中起重要作用。 
所以低龄老年人是老年人力资源开发投资的主体人群，是我们今后开发的重点目标。从老年人的优

势来看，60 岁到 70 岁的低领老年人的人际关系网络、社会经验都有丰富的积累，如若闲置老年人力资

源就会导致社会有效资源的大量闲置。所以要利用好低龄老年人的智慧、经验和技术的优势，一方面为

年轻人的成长辅能，另一方面是老年人的老有所为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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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现低龄老年人优势的时候，也要重视部分低龄老年人的局限性。上文实证研究发现学历

(education)的与老年人力资源开发高度相关，意味着随着学历与老年人力资源供给成负相关，学历水平越

低，却倾向于增加劳动力供给。这部分老年人普遍集中在农村地区，所以这部分群体存在第二、三产业

的就业能力限制[15]。为了使其突破就业限制，使得老年劳动力可以有更多的就业选择，无论是企业还是

社会对于有意愿就业的老年人要重开发轻利益，建立老年人培训机制、老年大学提高对岗位的适配能力，

使得老年人“老有所学”，提升低龄老年人的就业能力[16]。 
对于老年人力资源开发要把握技术红利，可以实现“线上老年大学”，使得知识技能的传授通过平

台共享，低龄老年人可以广泛参与到线上培训活动，增强对于工作的适应能力。从技术实现上可以参考

抖音银色守护计划触网行动，老年人借助互联网直播经过收入可观。 

5.3. 就业法律保障，多样多元共建 

政府在老年人力资源开发中是顶层设计者的角色，老年人力资源开发是促进未来国民经济的可持续

增长的重要动力来源。政府需要制定并颁布促进老年人就业的相关法律制度，保障老年人就业有法可依、

有章可循。政府对企业聘用老年人就业的可以采取一定程度政策上的支持，比如减免税收、按聘用的老

年人比例提供税收减免或者补贴。企业方面对于参与就业的老年人安排适当的岗位，匹配合理的薪资，

使得老年人再就业实现“老有所为”在工作中获得成就感。社会层面的很多公益岗位比如“时间银行”。

低龄老人进行劳动积累时间，在低龄老人跨入高龄时再从“储蓄机构”中提取已经积累的时间。“时间

银行”的特点是公益性和互助性，同时也解决了机构服务人员的问题，是老年人自我养老资源的一种积

累[17]。 

5.4. 建立就业信心，实现自身价值 

低龄老年人有任有很大的人力资源开发潜能，能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巨大的价值。根据霍德华·麦

克拉斯的余力理论分析，当前我国低龄老年人力资源开发存在观念、素质、社会参与和法规政策等多重

困境。根据能量(P)/负担(L) = 余力(M)，要提升老年人的余力就要从增加能量和减少负担入手。 
首先是增加能量，一方面是提升老年人的心理能量减少心理负担。自我养老是老年人经济自立的养

老模式，老年人在就业是实现自我养老的一个主要途径。我国现行的退休制度是男性年满 60 周岁女性年

满 55 岁，但是 2020 年我国常住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已经达到了 77.93 周岁，退休制度仍然沿用的是预期

寿命只有 40.8 岁的时期定制的政策。这会导致大量年富力强的劳动人口闲置和浪费，退休后的人在心态

上也会受到“年老”的影响。因此，对于“老年人”的定义以及对“退休”年龄的定义也要与时俱进。

不仅从社会层面创造积极的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的氛围，对于老年人自身也要对自己的就业充满信心。一

方面是老年人的物质能量，要使得老年人就业得到激励，才会形成一个良好的就业氛围[18]。 

6. 结语 

本文基于文献分析的基础上找到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的主要影响因素，并在基于 CFPS2020 数据进行

Probit 回归分析验证影响因素的影响效果，从而提出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在积极老龄化的背景下，随着人

的自我实现意识的提升，老年人不仅要健康地度过老年生活而且要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参与到家庭和社

会生活以此来展现老年人的社会价值，使得老年人实现“老有所为，老有所用”。从人口特征变量和健

康特征变量来看，人生的每一个阶段相互关联的，个体能力和健康状况在每个阶段也是不平衡的，每个

人都会进入老年阶段，老年阶段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社会资本和经验资本，对于老年人力资源开发要取长

补短，把握第二次人口红利。从社会特征变量来看，在积极老龄化背景下需要政府、企业、社会已经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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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人个人多元的协同来打破阻碍老年人力资源发挥的限制。老年群体不绝对是供养对象、同时是生产者、

消费者。建设“老年友好型社会”需要打破年龄圈层的“共治共享”，充分诠释老年人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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