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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日趋严峻，农村老龄劳动工作者成为了劳动力市场中的主要就业群体之一，农村

老龄劳动者的就业困境也逐渐凸显。由于农村老龄劳动者通常都是一些年龄较大的农民工群体，他们多

数文化程度较低、技能单一，使他们在就业中面临着诸多困境，如就业年龄歧视、就业领域狭窄、无法

从相关法律法规中寻求保护等。尽管农村老龄劳动者的就业缓解了我国因老龄化而出现的劳动力资源短

缺的问题，但农村老龄劳动者就业问题却未引起社会的高度重视。基于此，本文分析了农村老龄劳动者

的现状，从而提出解决当前农村老龄劳动者的就业困境需要政府、企业、用工单位等多方主体共同积极

应对，才能实现农村老龄劳动者的充分就业，推动我国健康老龄化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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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ging of China’s population becoming increasingly serious, rural elderly workers have be-
come one of the main employment groups in the labor market, and the plight of rural elderly work-
ers in employment has gradually come to the fore. As rural elderly workers are usually elderly 
groups of migrant workers, most of them have a low level of education and single skills, which makes 
them face many difficulties in employment, such as age discrimination in employment, narrow field 
of employment, and inability to seek protection from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Although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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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loyment of rural elderly workers has eased the shortage of labor resources in China due to aging, 
the employment problem of rural elderly workers has not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from the society.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rural elderly workers, and thus propos-
es that the solution to the current employment dilemma of rural elderly workers requires the gov-
ernment, enterprises, employers and other multi-party subjects to actively deal with the problem, 
so as to realize the full employment of rural elderly workers and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healthy 
aging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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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国已步入老龄化社会，截至 2022 年末，全国 60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约 2.8 亿人，占全国人口的

19.8%，全国 65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约 2.1 亿人，占总人口的 14.9%，预计到 2035 年将增至 4.2 亿人，

占比将超过 30% [1]。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剧，伴随而来的是适龄劳动者人数的缩减，这意味

着老龄劳动者在就业群体中的比重将会逐渐上升。在这一背景下，老龄劳动者的就业问题日益突出，

尤其是农村的老龄劳动者，他们将面临着更大的压力和风险。一方面，农村老龄劳动者就业缓解了劳

动力资源短缺的问题；另一方面，农村老龄劳动者就业不同于适龄就业群体，他们不仅面临着就业年

龄歧视，其合法权益往往也无法得到更有效的保障。农村老龄劳动者作为我国就业群体中不可忽视的

就业力量，在技能、经验、人脉等方面，拥有着适龄劳动者所不具备的优势。促进农村老龄就业群体

就业不仅仅是缓解老龄化的诸多压力的一个重要途径，亦体现了全社会对老年人社会参与权利的认可

与保护。 
当前，学界对于老龄劳动者就业研究主要集中在老龄劳动者的劳动关系认定、就业年龄歧视、就业

保障、法律制定等方面。老龄劳动者劳动关系的认定研究是老龄化问题下一重要议题，老龄劳动者中包

含了超龄劳动者，超龄劳动者因超过退休年龄再就业，但因法律未给予及时回应，因而其劳动关系的认

定缺乏明确的标准，致使超龄劳动者的一些合法权益未得到保障[2]。因此，一些学者从老龄劳动者的劳

动关系主体资格认定[3]、用工关系认定[4]、法律保护[5]等方面，对老龄劳动者的劳动关系进行了研究；

在老龄劳动者的就业年龄歧视和就业保障问题研究方面，胡月认为，统一性的法律法规制定是保护老龄

劳动者的有效途径[6]，与此同时，王洋洋[7]和矫捷鸣[8]认为，不仅要制定完善的法律法规，也应当将老

龄劳动者纳入工伤保障体系，全方位保障老龄劳动者的权益；通过制定法律来回应老龄劳动者就业困境

是当下研究的热点之一。毕昭颖通过梳理目前国内相关法律发现，超龄劳动者就业相关法律法规存在不

相协调的情况[9]，韦曙平也发现了我国目前对于超龄劳动者法律关系性质认定常常陷入争议之中[10]，
因此，他们认为尽快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因法律不完善而引起的老龄劳动者就业

难题。通过回顾文献，我们可以看见，虽然学界关于老龄劳动者就业研究涉及诸多方面，但将主体聚焦

于农村老龄劳动者，直接关切农村老龄劳动者就业困境的研究却很少。 
2022 年 11 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支持农民工就业创业的实施意见》，

其中明确提出要做好大龄农民工的就业扶持，支持大龄农民工的稳定就业。在《“健康中国 2030”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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纲要》(以下简称《纲要》)中，老龄劳动者的健康和职业安全也得到了重点关注，《纲要》指出要加强老

龄劳动者职业安全保障，以“促进健康老龄化”的构建。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重视农村老

龄劳动者的就业问题，保障农村老龄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对于推动“健康中国建设”，促进社会的稳定

发展都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2. 农村老龄劳动者的就业现状 

老龄劳动者包括已经超过了退休年龄仍在工作的超龄劳动者，和存在劳动关系但接近退休年龄的老

龄劳动者[11]。自我国提出“逐步延迟退休年龄”政策以来，大批的老龄劳动者活跃在劳动市场。据相

关研究表明，就中国老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来看，农村明显高于城市，这说明在在劳动力市场中，

农村老龄劳动者占比要比城市老龄劳动者高得多。据《2022 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中显示(表 1)，全国

农民工总量达到了 29,562 万人，比上年增加了 311 万人，其平均年龄在 42.3 岁。其中，50 岁以上农民

工所占比重为 29.2%，比上一年度高 1.9 个百分点[12]。此外，自 2018 年至 2022 年以来，50 岁以上的农

民工占比在不断增高，我国农民工老龄化的现象明显，按照这个趋势，随着农民工总量的不断增加，我

们可以预测未来我国的农民工老龄化趋势将愈加明显。 
 
Table 1. Age composition of migrant workers in 2022 (unit: %) [13] 
表 1. 2022 年农民工年龄构成(单位：%) [13] 

年龄组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16~20 2.4 2.0 1.6 1.6 1.3 

21~30 25.2 23.1 21.1 19.6 18.5 

31~40 24.5 25.5 26.7 27.0 27.2 

41~50 25.5 24.8 24.2 24.5 23.8 

50 岁以上 22.4 24.6 26.4 27.3 29.2 
 

较于城市老龄劳动者，农村老龄劳动者就业意愿更为强烈。受到传统文化和养老金差异的影响，农

村老龄劳动者往往背负着巨大的经济压力，没有退休金、社保、微薄的养老金以及不愿为子女添麻烦等

迫使农村老龄劳动者寻求就业，期望通过工作以解决自身生存问题。由于农村老龄劳动者就业年龄较大，

文化程度有限，致使他们在择业上只能选择年轻人不愿意干的重体力劳动，于是“进工厂”、“下工地”、

“打零工”成为了众多农村老龄劳动者择业的方向。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2 年，从事第二

产业的农民工占比为 47.8%，其中制造业占比为 27.4%，建筑业占比为 17.7%；第三产业为 51.7.9%；第

一产业为 0.5%。对比从农民工整体行业分布来看，第二产业仍然是农民工就业的主要行业[13]。 
如今，老龄化已然席卷我国社会，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农村老龄农民工群体日益

庞大，农村老龄劳动者就业困境愈加明显。自 2019 年以来，全国多地陆续发出了对 60 岁以上建筑业农

民工的“清退令”，建筑行业作为农村老龄劳动者重要的就业阵地，“清退令”的发出无疑使他们就业

变得更加艰难。 

3. 农村老龄劳动者的就业困境 

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劳动力资源缺乏问题促使我国农村老龄劳动者再就业俨然已成为一个普遍的现

象。但是在就业保障方面，相应的政策、法律法规、社会保障等却没有给予这群老龄农民工以及时的回

应，使得他们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对于农村老龄劳动者来说，年龄大和文化程度的有限，使他们在就

业时被用工单位排斥，找工作难但返乡收入低，大部分人找工作又只能靠熟人介绍，工作环境恶劣但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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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干等，都成为了这个群体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 
(一) 被用工单位排斥，就业年龄歧视严重 
歧视是指区别或差别对待，美国学者波普诺指出，歧视是由于某些人是某一群体或类属之成员而对

他们施以不公平或不平等的待遇[14]。在劳动就业中，劳动者通常面临着许多不同程度的歧视，如学历

歧视、性别歧视、民族歧视、身份歧视等等，而对于农村老龄劳动者而言，他们主要面临的是就业年龄

歧视。当下，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升级阶段，对于劳动者的灵活性和知识储备要求相对较高。不同于青

年劳动者，农村老龄劳动者在体能灵活性、思维活跃度、身体素质以及知识储备等方面都要相对较差。

用工企业以创造盈利为首要目的，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下，人力资源成本是企业实现整体效益的重要

考量因素，因此，在对知识要求相对较低的劳动密集型行业中，用工方仍然青睐年轻劳动者，这就意味

着，年龄大的劳动者将会被用工方排斥在外。如下面这个案例，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某煤厂是农村老龄

劳动者的聚集地，为了进一步深入了解农村老龄劳动者的现状，笔者在亲戚的介绍下得以成功进入煤厂

进行调研。通过调研，笔者得知原老板因经营不善，将煤场转给了另一位 C 姓老板，C 姓老板接过煤厂

后，对厂里 55 岁以上的农民工进行了清退。TSG 和 SMC 都是煤厂的员工，两人都是煤厂附近村的人，

TSG 今年 60 岁，主要负责煤厂的机修，SMC 57 岁，主要负责下井等高强度的工作，具有一定代表性，

故此，笔者特选择他们的访谈作为案例进行探讨。自 C 姓老板来了，他们陆续被煤厂以年纪大、身体素

质下降为由进行劝退，以下是他们面临就业年龄歧视时的不同回应： 

TSG：今年我们煤场换了 C 老板，他接我们了煤场以后就开始辞退以前的年纪大的员工。我们好几个都被约谈了，

去年 10 月份的时候就找过我了，今年我就 60 岁了，因为我是机修工，厂里才没有一下就辞退我。找我谈的时候，他

们就告诉我，我年纪太大了，如果我同意，就按照我的工龄给我补偿，我同意了，不同意也办法，厂里不要 1。 

SMC：我今年 57 岁，我是 2019 年在这里做下井，今年是第 5 年了，我也是 10 月份被约谈。厂里也是说我年纪

大了，下井怕我干不了，愿意按照 5 年工龄算补偿金给我，我没同意，我女儿还在上大学，每个还要支付人情往来

的礼金，如果我没有工作了，家里就没有经济来源 2。 

上述两位受访者回答说明了用工单位在用工时，对劳动者的年龄歧视比较严重。因为年龄大，不少

农村老龄劳动者正在面临辞退的境况，年龄歧视让老龄农民工在就业中举步维艰。面对用工单位的不合

理辞退，农村老龄劳动者只能被动地接受，文化程度的有限也无法让他们使用法律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二) 依靠熟人网络介绍，就业领域窄 
农村老龄劳动者由于年龄大而被排斥于正常的就业体系之外，他们寻找工作主要途径是通过熟人介

绍。诚如费孝通先生所言：“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的社会是乡土性的，乡土社会是一个巨大的血缘和地

缘关系网络，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因而依靠乡土社会而建立起来的熟人网络，往往更能得到农民工群

体的信赖。因此，在传统观念的影响下，农村老龄农民工群体对于熟人的信任和认可度较高。 
浙江省绍兴市主要以纺织印染工业出名，这里聚集了大量跨省务工人员，其中不乏很多农村老龄

劳动者。笔者每年都会返回绍兴，因而有机会能够接触到一些农村老龄劳动者。浙江省绍兴市的纺织

厂和印染厂中，经常会看到为了得到工作而将发白的头发染成黑色的农村老龄劳动者。笔者在柯桥镇

调研时遇到了在绍兴市某印染厂的工人 WHJ，贵州人，55 岁，他 19 岁就早早出来打工，去过不同的

省份，做过许多工作，WJH 的经历是大多数农村老龄劳动者的缩影，因此，笔者选择 WJH 作为关键

报道人进行访谈。WJH 告诉笔者，像他这种在厂里干拉布工作的年轻人很少，有很多年轻人干不了几

个月就走了，干得久的基本都是一些家里负担重的中老年人。在与笔者交谈的过程中，WJH 慢慢吐露

了自己的经历： 

 

 

1访谈资料：时间 2023-10-20，地点：贵州毕节市织金县珠藏镇，报告人：TSG (男，60 岁，贵州人，务工者)。 
2访谈资料：时间 2023-10-20，地点：贵州毕节市织金县珠藏镇，报告人：SMC (男，58 岁，贵州人，务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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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你今年多少岁了？文化程度是？ 

WJH：我今年 55 岁了。我从 19 岁以后就出来打工了，一直到现在。我去过广东的深圳、广州的鞋厂打工，我

也去过江苏在那边要累一些，拉砖捡砖这些，后来我幺叔又喊我们来浙江绍兴，才来到这边拉布的。我小学读到三

年级就不读了，我们那时候穷，要回家种庄稼，好多人都是小学没上完。 

笔者：你家是哪里的？为什么会到这里打工呢？ 

WJH：我家是贵州毕节市石马村的，我们这儿有很多都是贵州人，都是出来打工的。我家有两个儿子一个姑娘，

大儿子结婚了，小的这个儿子还没结婚，最小的那个姑娘还在读书，没得办法，我不出来，一家人没有经济来源，

以后我儿子结婚，彩礼钱也要准备，光靠种地，那里能养一大家子人。还有人情往来，都要用钱，你不去人家，人

家以后也不来你家，以后你出事也没人帮。我不知道还能干多久，多挣点钱，以后也好生活。 

笔者：你们厂里 50 岁以上的人有多少？ 

WJH：目前，我们印染厂 50 岁以上的有 6 个人，今年有 2 个回老家了。有一个是因为腰被砸到，做不了活回去

了，另外一个厂里不要他了，他就去嵊州了，他亲戚说那里的活要比这里轻松点，今年年头的时候，他就过去了。

现在找工作越来越难了，年纪越大越不好找，今年我们这里好几个厂都不要年纪大的了 3。 

从上述访谈中来看，这种通过熟人、亲戚、朋友介绍等成为了部分农村老龄劳动者寻找工作的重要

渠道，脏、累、苦等年轻人不愿涉足的行业成为了他们寻找就业的方向。对农村老龄工作者来说，阻碍

他们的不只是年龄带来的准入门槛限制，即便进入了工作岗位，他们面临着的往往是脏乱、简陋的工作

环境和不轻的体力劳动。在沉重的家庭经济负担下，重体力劳动成为了他们获取经济的重要途径。 
(三) 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的缺失 
农村老龄劳动者就业困境是在我国急速发展的社会背景下形成的，它是社会急剧变迁的结果，然而，

社会的快速发展却造成了相关政策未对农村老龄劳动者就业困境做出及时的回应。农村老龄劳动者由于

缺乏文化，部分农村老龄工作者甚至不懂得要签订劳动合同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致使他们在和用工

单位发生摩擦时只能处于被动地位。此外，农村老龄劳动者中还涵括了 60 岁以上的超龄劳动者，由于相

关法律法规的缺失，使得大部分的农村老龄工作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用工性质尚不明确，加之法律上也

并未规定完善超龄劳动者社会保险制度，这就导致了他们既不能利用法律捍卫自己的权益，也不能像城

市老龄退休劳动者一样实现按时退休，领取退休金，享受养老金。 

4. 促进农村老龄劳动者就业对策 

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正在逐步成为一种社会性的发展趋势，老龄化所带来的劳动力短缺将促使老龄

劳动者持续活跃在劳动市场中，农村老龄劳动者作为老龄劳动者中的弱势群体，应该得到全社会的高度

关注。农村老龄劳动者和适龄劳动者一样，也能为社会创造财富，尤其是在当前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的

背景下，促进农村老龄劳动者顺利就业，使农村老龄劳动者无后顾之忧，对于增强社会运转活力，提高

社会生产效能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一) 用工单位要承担起社会责任，禁止对农村老龄劳动者进行就业年龄排斥 
农村老龄劳动者所面临的严峻挑战不能仅靠政府的“一己之力”，它需要用工单位、劳动者以及社

会多方参与共同携手积极应对。企业、用工单位作为市场的主体，除了要创造利润履行经济责任，还应

承担起一定的社会责任，这个责任范围包括政府、社会、员工、环境等[12]。农村老龄工作者拥有着丰富

的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能够更好地理解行业的本质，因此，用工单位要清晰认识到农村老龄工作者群

体的特点，为他们专门开展技能培训，结合他们的优势进行技能提升，给予他们学习的机会和上升的空

间。同时，企业、用工单位在进行招聘时，应放松对农村老龄劳动者的年龄限制，不应将年龄作为招工

 

 

3访谈资料：时间 2023-11-8，地点：浙江省绍兴市柯桥镇，报告人：WJH (男，55 岁，贵州人，务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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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标准，应当从应聘者实际能力、综合素质、社会经验等方面综合考虑，招工入岗后，应给予农村老龄

劳动者合理的关照，为农村老龄工作者创造更加宽容和友好的环境。 
(二) 拓宽就业渠道，完善农村老龄劳动者就业公共服务 
完善和规范的就业服务体系是解决农村老龄劳动工作群体就业困境的重要途径。相关政府部门应当构建

和完善就业信息服务平台，及时收集、发布、推送相关就业信息，提供免费的咨询通道，及时回应农村老龄

劳动者的就业需求。此外，政府部门可以和相应的中介机构合作，加强企业、用工单位的联系，了解用工单

位的用工需求，为农村老龄劳动者提供和创造更多合适的工作岗位，拓宽农村老龄劳动者的就业渠道。 
(三) 构建合理的社会保障制度，完善相关政策法律法规 
社会保障和法律是农村老龄劳动者的最后一道防线，应当在法律与政策上予以农村老龄劳动者保护。

当前，我国关于老龄劳动者就业的法律法规尚处于不完善的状态，法律的缺失使老龄劳动者得不到根本

的保障。这一方面可以借鉴美国和日本应对老龄人口就业问题的经验。美国在 1967 年就颁布了《就业年

龄歧视法》，该法维护了美国老龄劳动者的权益，增加了美国老龄劳动者的就业机会。日本作为人口老

龄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也早在 2013 年就重新修订了《安定法》，《安定法》中明确规定了企业雇用的

义务，进一步完善了退休制度，规范了老龄工作者领取养老金时出现的“收入空白期”的问题。它山之

石，可以攻玉，因此，相关政府部门应适时出台相关政策与法律法规，从根本上保障农村老龄劳动者群

体的权益，筑牢这条保障农村老龄工作者群体的法律防线。 

5. 结语 

总而言之，农村老龄劳动者就业困境是在人口老龄化对人口结构的改变下而出现的，农村老龄劳动

者就业、再就业的现象在当前的社会背景下具有积极意义。他们的就业、再就业不仅能够缓解人口老龄

化带来的压力，还可为社会创造更多的价值。为了有效支持低龄老人的再就业愿望和需求，政府、公司

与社会各方应齐心协力，供应更多的机遇和保障措施，确保老年人在就业、再就业的过程中得到尊重，

发掘其潜力，并为社会进步做出贡献，推动我国健康老龄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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