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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积极老龄化的视角下，老年人力资源的开发逐渐显得尤为重要，充分开发老年人力资源不仅能够为社

会带来更多的价值，对于老年人本身而言也可以充实自身的退休生活，实现自我价值。低龄老年人是老

年人中最具活力的一部分，积极推进低龄老年人社区参与是缓解当前老龄化所带来的劳动力不足的重要

举措之一，这不仅可以加强低龄老年人与社会的关联与交集，更可以通过低龄老年人加强社会稳定，推

动社会进步。尽管我国有关低龄老年人的社区参与研究进行了很长时间，但仍未能取得明显的进展，存

在研究深度和广度不足、研究方法单一等诸多的困境，文章基于这一视角，从已有的相关理论研究体系、

社区参与的方式、社区参与的意愿与价值、相关研究的欠缺与不足等方面，汇总与分析已有的成果与结

论，确定下一步的研究方向以此来寻求更进一步的突破与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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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ctive aging, the development of elderly human resources has gradually 
become particularly important. Fully developing elderly human resources can not only bring more 
value to society, but also enrich their retirement life and help them realize their self-worth. Young 
and elderly people are the most dynamic part of the elderly population, and actively promoting 
their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measures to alleviate the labor shor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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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used by the current aging population. This not only strengthens the connection and intersection 
between young and elderly people and society, but also enhances social stability and promotes so-
cial progress through them. Although research on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of young and elderly 
people in China has been conducted for a long time, significant progress has not been made, and 
there are many difficulties, such as insufficient depth and breadth of research and single research 
methods. Based on this perspective, this article summarizes and analyzes the existing achievements 
and conclusions from the relevant theoretical research system, methods of community participa-
tion, willingness and value of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and the shortcomings and deficiencies of 
related research, and determines the next research direction to seek further breakthroughs and 
prog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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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老年人社区参与的研究基础 

1.1. 学者对社区参与的界定 

学者们通过不同的视角来研究社区参与。有学者以社会学理论为视角，如研究社会资本视域下的社

区居民参与[1]；有学者以老龄化模型视角，研究老年人在参与社区治理中实现积极老龄化[2]；有学者跨

学科领域以生命历程、性别为研究视角，探讨性别对城市老年人社区参与的影响[3]。有学者从宏观层面

出发，探讨政治文化视角下居民参与合作治理的逻辑[4]。有学者从中观层面出发，研究与居委会互动关

系[5]；或是以社区治理为主体，将(社区)共建共治共享[6]、社区治理共同体[7]作为视角进行研究。有学

者从微观的参与能力和参与意愿出发，构建社区参与的分析框架[8]。还有学者从日常介入视角研究社区

参与[9]。 
对于社区参与的界定，有学者提出了一种社区参与的分类观点：一是根据参与内容和社会互动的角

度不同进行划分；二是根据参与者的意愿、自身特征和能力进行分类；三是根据参与的动机和对社区的

归属感[10]。 
根据参与的内容，有学者将社区参与分为参与社区集体活动、政治参与、社会生活参与和文化参与

[11]；有学者把老年人社区参与主要划分为文体娱乐性参与、志愿性参与、自治性参与三种类型[5]。根据

老年人的参与意愿与参与能力，有学者将社区参与分为四种类型“积极主导型”、“消极应对型”、“自

我发展型”与“权益诉求型”[8]。根据老年人的参与动机，有学者认为更为包容性的社区参与的概念不

仅包括居民对公共事务有目的性的参与，还应包括以居民不同需求为基础的多样化的社区参与[12]。 
根据社区参与主体的主动程度、参与行为的组织化程度和参与结果的影响程度，有学者将社区参与

分为表面参与、浅层参与和深度参与[7]。根据参与是否涉及公共议题以及是否参与决策，有学者认为社

区参与可分为强制性参与、引导性参与、自发性参与、计划性参与[9]。 

1.2. 老年人社区参与的理论基础 

目前关于老年人社区参与的研究，基本都是以老有所为、积极老龄化作为基础理念，以一些经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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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理论为理论基础进行展开的，如活动理论、赋权理论、社会交换理论等。 
活动理论是分析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的各种活动的描述性理论。“活动”是主体为了一个特定的目

标而进行的努力[13]。将活动理论引用进老年人参与的主题内，主张老年人应该尽可能长久地保持中年人

的生活方式以否定老年的存在，用新的角色取代因丧偶或退休而失去的角色，从而把自身与社会的距离

缩小到最低限度，个体可以通过参与各类活动来实现自我价值和社会融合。在老年群体的社会学研究领

域中，活动理论认为“参与社会活动”这一环节在老年人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自主加入相关活动

可以有效预防老年人随年龄增长、身体衰老、社会地位改变等事件产生的负面影响，为老年群体塑造积

极向上的社会形象给予更多力量[14]。活动理论推崇老年人主动地加入或组织社会活动，从而达到一种有效

的群体交流形态，让老人的晚年生活更具价值[15]。在活动理论的指导下，人们应该积极促进老人参与到社

会活动中，以取得一个积极的社会形象，进而提升其对生活的满足感，响应我国积极老龄化政策的号召[14]。 
赋权理论是指权利缺失的弱势群体通过运用外部资源获得改善生存环境的能力，从而实现社会适应

性平衡，并强调这是一个“减少无权感”的改变过程[16]。无权感的减弱，有利于维护老年人的心理健康，

并提升自身价值感。 
社会交换理论指基于互惠原则，凭着信任程度、需要程度，人们在交往中会与他人交换资源。由于

社区参与需要通过社区居民的个体互动而实现，在社区参与过程中，社区居民借助人际关系的沟通交流、

增进理解和信任等情感；同时付出一定的资源或精力，来满足自身的利益需求或实现权利[17]。老年人拥

有社会交换理论中提到的资源，可以用于和其他人进行交换[18]。有学者认为老年人社会交换方式包括家

庭内部交换、社会性交换、制度性交换和志愿性交换[19]。 
以上这些理论为老年人的社区参与提供了理论支持，我们可以看到它们各自在解释和推动老年人社

区参与方面的独特贡献。无论是活动理论，还是交换理论，在探究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动机时都落脚于社

会适应，老年人通过调节社会参与来适应社会变化[10]。活动理论强调了老年人的主动性；赋权理论则关

注老年人的权利和能力提升；社会交换理论则从互惠互利的角度揭示了老年人社区参与的现实动力。这

些理论之间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补充、相互渗透的。在研究中，我们可以综合运用这些理论来研究

老年人的社区参与。 

2. 国内低龄老年人社区参与研究状况的分析 

2.1. 低龄老年人社区参与的意愿 

沈光辉、蔡亮光认为人本价值取向注重休闲活动、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16]。老年人的心理需求包括

社交、自我实现等方面，在参与处理社区事务的过程中，老年人能够发挥自己的专长和经验，以提升价

值感和成就感。这样的价值理念在健康老龄化、积极老龄化的政策中有所体现。“十四五”国家老龄事

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促进老年人社会参与。在全社会倡导积极老龄观，引导老年人根据自身情况，

积极参与家庭、社区和社会发展。 
工具价值取向强调老年人参与社会的意愿与权利，更多关注老年人分享人生经验、提升社会参与能

力、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过程[16]。推进庞大规模的城市老年人群参与社区共建共治共享，可以发挥老年

人的时间优势、威望优势、经验优势和社会资源优势[9]。这样的价值理念在老有所为、开发老年人力资

源的政策中有所体现。《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

标的建议》提出“积极开发老龄人力资源，发展银发经济”。 

2.2. 低龄老年人社区参与的方式与途径 

低龄老年人社区参与的形式众多，比较主要的有志愿者服务参与、经济参与、社区治理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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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服务参与是老龄化政策下低龄老年人社区参与的一个重要方面，志愿活动能够满足不同层次

老年人进行社区参与，既能满足一般老年人又能满足有特殊专长的老年精英的社区参与，在低龄老年人

的社区参与中是一个重要的途径[20]。 
经济参与是低龄老年人在社区参与中实现自己社会价值，参与到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通

过这种方式，可以实现低龄老年人的“再就业”，帮助低龄老年人充实退休后生活，在一定程度上也可

以缓解家庭的经济压力[21]。 
低龄老年人可以通过邻里互助养老的方式实现社区治理参与，这种方式主要依靠共同生活在社区中

的低龄老年人在精神、心理、日常服务等方面相互支持和帮助，以社区邻里互助网络或者组织的形式运

行和管理，解决老年人各种需求的社区参与方式[12]。 

2.3. 低龄老年人社区参与的价值 

低龄老年人因为刚刚从岗位或者工作中退休，自身仍然有很强烈的社区参与意愿，渴望能够在晚年

继续发挥余热，为社会做出贡献，且其本身还仍未完全适应退休的生活，仍然渴望能够继续用自己的经

验和能力去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因此低龄老年人社区参与的意义是十分重要的。 
对于低龄老年人自身来说，其正处于晚年时期，身体的各项能力都有所下降，适度的社区参与不仅

可以保持他们的身体健康，预防孤独和认知衰老，更能让他们有一个积极的生活状态，感受到自身价值

和存在感。杨宗传学者指出老年人继续参与一定的社区活动有助于身体健康的保持，延缓老化，并促进

身体各分泌系统、循环系统、吸收系统运转正常，各式各样的社区活动也有助于低龄老年人不断接触新

事物，学习新知识，适应新发展，使精神充实、心情愉悦[22]。朱正杰、施正丽、张浩、曹望楠、纪颖、

史宇晖则指出社区参与水平越高，老年人认知障碍发生风险越低，他们认为老年人在参与社区获得的认

知刺激可以激活强化各种神经生物学通路，使其认知功能保持在相对稳定的状态，获得的物质和情感支

持可以产生积极的情绪状态，缓冲负面情绪对健康带来的不良影响[23]。 
社区参与对于老年人的作用不仅在于能够保持自己的身心健康，更有助于社会的剩余劳动力开发和

利用，使低龄老年人在晚年仍然可以实现自身的价值和意义。王莉莉学者认为低龄老年人在刚刚退休的

阶段进行社区参与不仅可以开发老年人力资源，也可以缓解人才资源短缺，减轻社会负担[24]。赵莹学者

认为低龄老年人进行社区参与可以更好地开发老年人力资源，减轻国家财政负担，有效补充我国人才资

源不足的现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人才资源缺失带来的困难[25]。 

2.4. 低龄老年人社区参与中存在的问题 

从个体的角度来看，由于低龄老年人在身体上的原因使得他们的社区参与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自身

状况的影响。Angela Kamidi 学者从“热浪”现象及自己的调查研究中得出，低龄老年人的社区参与主要

受到年龄、性别、经济、教育四个方面的影响。研究中指出低龄老年人相对于高龄老年人具有更高的社

区参与度，且退休之后仍在继续工作的男性要多于女性；就经济状况而言，经济有保障的老人更能积极

参与社区活动；而在教育水平上，文化水平较高的低龄老人相比于受教育程度低的老年群体能更好地融

入社区文化中[26]。 
从整体角度来看，低龄老年人的社区参与不仅仅受到自身因素的影响，社会因素的影响仍然是一个

不可忽视的方面。姜振华学者从社区的方向上进行分析，得出在社区自治程度高、社区居民委员会能够

发挥核心组织力量的社区，老年人社区参与的积极性会较高[27]；钟清玲、喻思思两位学者则指出家庭及

社会的支持也是影响低龄老年人社区参与的一个重要因素，家庭成员共同参与活动可以带动低龄老年人

的积极性[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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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总结 

低龄老年人的社区参与是当下不容忽视的社会一部分。目前国内学者对社区参与的研究大多集中在

影响因素和发展路径，且已经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但同时，这些研究中也存在着欠缺与不足。 
研究深度和广度不足：目前的研究往往集中在表面现象的描述，缺乏更加深入的分析与探讨。许多

调查将调研范围局限于一块相对较小的地区内。这样虽然有助于简化调查过程，但同时使研究不具有普

遍性，反而是更加具有地域性，难以反映更为真实的老年人社区参与现状； 
研究方法单一：现有的研究大多采用问卷调查、访谈等社科类的研究调查方法，这可能是因为课题

的性质相对偏理论一些，但采用更加多元化的调研方法也是必不可少的； 
有了理论，实践不到位：大多数研究结尾会给出相对应的建议，但这些建议往往是政策方面的，很

难落实，这就导致了研究的价值受限； 
缺乏长期跟踪研究：目前的研究大多是短期内建立模型，再问卷调查，最后得出数据和结论，很少

有长期的跟踪研究来调查老年人社区参与的长期发展状况和趋势，因此也就很难揭示其动态变化和潜在

影响因素； 
对老年人个体差异的关注度不够：许多调查将调研范围局限于一块相对较小的地区内。对老年人社

区参与影响因素的研究大多局限在从个人、家庭和社会三方面来探讨，对个人的差异往往停留在性别和

健康程度的探讨，而老年人存在教育程度等更潜在的个体差异。 
综上所述，为了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未来的研究应该注重以下几点： 
加强研究深度和广度，扩大研究范围；采用更多元的研究方法，结合实验法、概念测试法等以提高

结论的科学性；加强跨学科研究，整合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成果来全面分析老年人社区参与问题；加强

政策的落实，将研究成果转化为具体的行动或措施；开展长期跟踪调研，保证结论的实用性；关注老年

人个体差异，提高研究的针对性和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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