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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是第一个步入老龄化的发展中国家，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如何促进老年人再

就业以及提升老年人再就业意愿是应对老龄化危机的关键举措。基于老龄化背景下，研究发现对老年人

再就业意愿产生影响的因素主要包括家庭支持力度、社会支持以及个人层面等多种因素；通过对这些影

响因素的解构与分析，针对影响老年人再就业面临的痛点、难点，提出对策建议，以提升老年人再就业

意愿，推动积极老龄化社会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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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 is the first developing country to enter the aging process, and as the degree of aging deepens 
in the process of social development, how to promote the re-employment of the elderly as well as 
to enhance the re-employment willingness of the elderly is a key measure to cope with the aging 
crisis.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aging,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re-employ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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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ingness of the elderly mainly include family support, social support and personal level; through 
the deconstruction and analysis of these factors, the study proposes countermeasures against the 
pains and difficulties affecting the re-employment of the elderly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re- 
employment willingness of the elderly and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positively aging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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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国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结果显示，2020 年，我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大约有 2.64 亿人，占人口

总数的 18.7%，与上次人口普查相比，占比上升了 5.44 个百分点；65 岁及以上人口约为 1.91 亿人，占人

口总数的 13.5%，比重上升了 4.63 个百分点[1]。具体如图 1 所示。 
2020 年之后我国就进入了加速老龄化、重度老龄化发展阶段，预计到 2050 年老年人口的总量将超

过 4 亿。对于身体较为健康的老年人来说，他们的就业意愿仍处于较强的程度，他们也越来越注重实现

“老有所为”“老有所得”等。在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的背景下，如何致力于营造积极老龄化的社会，

激发老年人再就业意愿，是值得研究的话题。 
 

 
Figure 1. Ratio of elderly aged 65 and above to total population in China 
(Data from China Statistical Bureau) 
图 1. 中国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占总人数之比(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局) 

2. 文献综述 

2.1. 国外研究综述 

首先，关于积极老龄化的研究。Barbabella Francesco 等人(2020)认为积极老龄化政策旨在通过促进更

好的社会参与和包容性来改善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倡导包括国家、地方政府、学者、社会组织多元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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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参与，建立多层次共同管理的积极老龄化方案[2]。Vu Tuan Pham 等人(2020)从积极老龄化视角出发，

验证了积极衰老指数(AAI)与感知的健康、生活满意度和生活质量呈正相关，与孤独感呈现负相关以此作

为促进老年人再就业的对策依据[3]。 
其次，关于老年人再就业方面的研究。美国学者约翰·奈斯比特(John Naisbitt)认为，老年人社会工

作经验以及智慧在弥补体力上的欠缺同时，也有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美国著名活动理论家阿诺得·罗

斯倡导积极老年论，强调老年人的生活与社会活动密不可分。他主张老年人应充分认识并发挥个人优势，

积极参与社会活动，从而实现个人和社会价值[4]。 
最后，关于对老年人再就业意愿产生影响的因素研究。国内外学者对这方面的研究持不同的观点。

家庭因素方面，Hollis Sawyer L (2018)使用个案访谈的方法，以再就业的老年人对职业阶段的看法为问题

导向，结果表明影响老年人再就业的关键因素是复杂的家庭角色[5]。教育水平因素方面，日本学者

Yamamoto 等(2020)的实验结果表明，实施运动和教育相结合的计划，可以改善社区老年人的身体机能，

提高他们的社会参与度[6]。 

2.2. 国内研究综述 

我国自 2000 年步入老龄化社会，比西方国家晚了几十年，因此我国对老龄化问题的研究也相对较晚。 
首先，关于积极老龄化研究的研究。王振伟(2022)阐释了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积极老龄化”的概念，

并指出健康、参与、保障是三大核心理念，其中健康是基础，保障是必要条件，而关键在于参与，三者

相互联系、相互促进，促进老龄化社会的良性循环发展[7]。刘晓梅，赵鹏雁(2023)指出“积极老龄化”

是指为了缓解人口持续老龄化，老年人为了提高生活质量而尽可能健康地按照自己的需求、意义去参与

社会，同时又能得到社会的保护和照顾[8]。刘亚娜，褚琪(2022)解释了“发挥余热”用作表达老年人再

就业的误差和不恰当，因此以“继续发挥潜力”来描述老年人持续参与，并在积极老龄化范畴内深入研

究老年人再就业[9]。积极老龄化理论旨在最大程度释放老年人在体力、智力等方面的潜能，确保他们在

老化过程中能够按照个人需求、兴趣和能力参与社会活动，以实现最佳的健康、参与和保障机会(周瑶，

王晓军，2021) [10]。 
其次，关于老年人再就业的意义研究。老年人再就业可以促进经济发展、延长人口红利，还能满足

老年人的精神需求，帮助其实现自身价值，老年人还可以从中获取经济报酬，一定程度上缓解养老压力(王
媛媛，2021) [11]。闫薇(2020)认为老年人再就业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劳动力市场供需矛盾，顺应老龄

社会需求变化，是应对老龄化的积极措施[12]。老年人再就业除了为老年人带来经济收入，还缓解了其子

女的养老压力，同时也有助于老年人身心健康、充实老年生活(王宏，邢昊，2022) [13]。 
最后，针对影响老年人再就业意愿的因素研究的文献大多以实证研究为主，大多划分为以下三个方

面：自身健康水平、个人特征和经济需求[14]。殷俊、杨政怡(2015)基于湖北省的抽样调查数据指出，年

龄、生活来源、是否参加养老保险、是否参加老年人的福利待遇等都会对老年人的工作有显著的影响，

老年人的工作主要是为了谋生[15]。梁淑雯、李录堂(2018)借助中国老年社会调查数据进行研究发现，性

别、年龄、健康情况等因素也会对老年人再就业的意愿产生影响，但是文化程度对其的影响不明显[16]。 

3. 概念界定 

3.1. 积极老龄化 

积极老龄化，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是指在晚年时追求提升生活质量，以确保最大化健康、参

与和保障的机会。积极老龄化是通过积极态度和相应战略措施，提升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品质和实现其人

生价值，缓解人口老龄化压力的过程。这一取向和实践充分展现了人类在社会发展中应对、积极行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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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能动性，旨在使老年人尽可能获得健康、参与和保障的机会和效果。 

3.2. 老年人再就业 

“就业”本质上指“通过参与社会经济活动获取相应的劳动报酬”。因此，老年人的再就业可定义

为：我国 60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在具备劳动意愿和劳动能力的情况下，积极参与社会劳动，以获取相应

的劳动报酬或盈利。 

4. 积极老龄化背景下老年人再就业的影响因素 

4.1. 家庭支持 

家庭方面的因素对老年人再就业具有较大的影响，影响着老年人的再就业意愿、能否实现再就业以

及能否稳定再就业。家庭支持力度越大，老年人再就业的成功可能性就越高。首先，经济支持是关键因

素，能够帮助老年人克服再就业过程中的财务压力，包括培训和职业转变所需的费用。其次，家庭成员

的鼓励和理解有助于提升老年人的信心和自尊心，从而更好地适应新工作环境。此外，灵活的家庭支持

还能为老年人提供更多的时间和空间，以便适应新的职业要求。总体而言，充分的家庭支持力度对老年

人再就业的顺利进行至关重要。 

4.2. 社会支持力度 

社会支持主要涵盖了在社会关系中获取的各类资源和援助，包括情感支持、信息支持、实质性支持

等，这些支持能够提供心理和实质上的支持，帮助个体应对生活中的困境和压力，从而提升自身的社会

适应性，有助于个体的身心发展。 
Baumeister (1993)基于“镜像自我”理论，发现，个人的自我价值感与其所受到的社会支持程度呈正

向关系。老年人所能感知到的社会支持将会帮助其从除自身以外的社会群体中获得关爱、鼓励等心理社

会资源，这些资源同时也会与老年人内部心理互相作用，从而促进老年人产生就业意愿。 

4.3. 个人层面多方面因素 

4.3.1. 健康水平 
老年人再就业受健康水平影响深远。老年人的健康状况良好，就更有可能参与再就业，因为他们能

够应对工作的要求，保持较高的工作效率，并更容易适应工作环境的压力。相反，健康状况较差的老年

人可能面临身体上的限制，导致工作能力下降，限制再就业的机会。因此，老年人在考虑再就业时，需

要综合考虑自身的健康状况，以更好地适应工作挑战。 

4.3.2. 受教育水平 
关于受教育水平，一般主要讨论受教育程度和受教育年限。有研究认为老年人再就业意愿的本质在

于其再就业能力，那么老年人的受教育程度在一定水平上决定了其再就业能力。受教育程度不仅会影响

老年人是否选择再就业，且随着受教育程度越高，其再就业的可能性就越大。受教育程度较高的老年人

会更容易适应新的工作要求，具备更强的学习能力和适应能力，因此也就更愿意尝试再就业。与此同时，

受教育年限越长，老年人再就业意愿也越强。 

4.3.3. 经济需求 
经济因素主要包括经济收入和养老保险金。在对影响老年人再就业意愿的因素研究中，发现经济收

入越多，老年人再就业的意愿会越弱。在退休后有养老保险金收入的老年人对于再就业的意愿会比没有

养老保险金收入的老年人就业意愿弱一些，前者更愿意享受退休后的闲暇时间，而不是再就业。没有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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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保险金的老年人的就业意愿会更加强烈，有意愿继续工作以增加个人收入和减轻家庭负担。 

5. 提高老龄人再就业意愿的对策建议 

5.1. 增加家庭支持力度，发挥家庭良好作用 

强化家庭支持的基础地位，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为老年人提供安慰，还能更好地激发他们的再就业意

愿，增加老年人再就业的可能性。 
第一，家庭成员应该多重视对老年人的安慰和精神支持。家庭成员首先要打破传统观念，理性看待

老年人再就业这一现象，给予老年人再就业的意愿一定的支持和尊重，增加老年人再就业的信心。第二，

家庭内部也要营造包容、和谐的家庭氛围，家庭成员尤其是子女，更应该适时地了解老年人地需求和心

情，耐心聆听老年人的心声，平时日常生活中的慰藉和关心对于提高老年人的现有幸福感是至关重要的，

从而可以保持积极的心态和心理。 

5.2. 增强社会支持，创设适宜老年人再就业的社会环境 

第一，政府可以制定政策激励企业雇佣老年员工，如减税或提供雇佣补贴。推动创造灵活的工作安

排，包括远程办公和灵活工时，以满足老年人的特殊需求。第二，建立老年人社交网络和互助组织，促

进信息分享和职业机会的传递。通过宣传和教育活动消除对老年员工的负面印象，树立积极的就业观念。

第三，通过教育机构和行业合作，推动跨代沟通和知识传承，促进老年人与年轻一代的合作。 

5.3. 激发老年人自我支持，提升再就业意愿 

作为提升老年人再就业意愿的内生动力，如何激发老年人的自我意识，是实现老年人再就业的重要

途径。第一，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充分实现自我价值。“继续发挥余热”是实现自我价值的重要方式，

老年人应该摒弃传统的“老年人无用”的社会观念，正确看待自身价值，学会放平心态，保持进取、乐

观的态度，通过自我继续学习或再就业实现自我满足。第二，坚持终身学习，继续成长。就老年人自身

而言，坚持终身学习和“活到老，学到老”的理念，为进一步提升自身素质而继续努力。与此同时，还

能够通过老年大学或社区组织为老年人创办的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课程来实现这一目标，也可以通过自

学或身边家人、朋友的帮助进行学习，掌握新技能和新知识，为再就业创造良好条件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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