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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参与是实施积极老龄化战略的三大支柱

之一，而老年人再就业是老年人参与社会的重要途径。同时，在数字化技术高速发展、互联网迅速普及

的时代背景下，互联网智慧服务平台在促进老年人再就业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基于此，本

文在积极老龄化视角下分析了老年人再就业过程中面临的就业歧视、信息渠道窄、体系不完善的困境，

并通过设计具有技能培训、求职招聘、政策普及等板块的智慧服务平台助力破除上述困境，对促进老年

人再就业的优化路径进行了探析。 
 
关键词 

积极老龄化，老年人再就业，互联网智慧服务平台 

 
 

Research on the Reemployment of Urban 
Elder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ctive Aging 
and Design of Smart Service Platform 

Chengxin Liu, Yiming Fan 
School of Social Development, Tianj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ianjin 
 
Received: Oct. 12th, 2023; accepted: Dec. 5th, 2023; published: Dec. 13th, 2023 

 
 

 
Abstract 
The report of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ointed out that “im-
plementing the national strategy of actively responding to population aging”. Participation is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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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three pillars of implementing the active aging strategy, and the reemployment of the elderly 
is an important way for them to participate in society. At the same time, in the context of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echnology and the rapid popularization of the Internet, the Internet smart 
service platform plays an indispensable role in promoting the reemployment of the elderly. Based 
on this,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difficulties faced by the elderly in the process of re employ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ctive aging, including employment discrimination, narrow information 
channels, and incomplete systems. By designing a smart service platform with skills training, job 
recruitment, and policy popularization, it helps to overcome these difficulties and explores the 
optimization path to promote the reemployment of the eld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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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寿命不断延长，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逐年增加，我国的老龄化进程

加快。回顾历史，联合国在第二次老龄问题世界大会上指出，人口老龄化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

题。时至今日，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数约为 2.6 亿人，占总人口的 18.7%，

其中，65 岁及以上人口数为 1.9 亿，占比 13.3%，与 2010 年相比，60 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上升 5.4%。我

国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成为世界上首个老年人口数量超过两亿的国家。与发达国家不同，中国人口老

龄化呈现出明显的“未富先老、未备先老”的特征，社会养老金支出增加，财政负担加重，给经济和社会

健康发展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与此同时，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实施以来，中国家庭结构开始由“4-2-1”式转

向“4-2-2”式家庭，“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结构加重了年轻一代的生活压力。数据显示，2020 年我国

的老年抚养比已经达到 19.7%，比 2010 年提高了 7.8%，人口老龄化给家庭和社会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人口老龄化给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极大挑战的同时也带来了机遇。随着医疗技术水平的提升，

人口平均寿命延长，老年人的身体健康状况和思想观念得到很大的提升，很多退休老年人都想通过再就

业参与到社会发展中，实现自身的价值，这是实现“老有所为”战略目标的关键性的一步。2011 年在《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我国首次提出了“开发利用老年人资源”，

同时政府在“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提到要构建老年人的再就业制度。2020 年中共中央在《关于制定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指出，要积极开发老年人力资源，

发展银发经济，从而将开发银发人才上升到国家政策层面。次年 11 月，国务院在《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

工作的意见》中表示，要探索适合老年人的灵活就业模式，鼓励老年人继续发挥作用。面对我国老龄化

社会现状，做好老年人力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不仅是实施积极老龄化战略的重要对策，也是顺应人口发

展总体趋势、促进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的客观要求。 
而在老龄化社会到来的同时，我们还快速迈入了互联网社会。《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21)》显示，

截至 2020 年底，中国网民规模为 9.89 亿人，其中 60 岁以上网民占 10.3%，超过 1 亿人。其庞大的老年

用户规模结合平台自身信息共享的特性，彰显着智慧服务平台在开发老年人力资源领域的广阔发展前景。 
基于上述背景，本文通过探讨构建老年人再就业智慧服务平台的有效路径，助力解决老年人再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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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面临的就业歧视、信息渠道窄、体系不完善等问题，推动积极老龄化战略的实施。 

2. 文献综述 

2.1. 老年人再就业影响因素 

针对影响老年人再就业意愿的主要因素，国内众多学者进行了大量实证研究。钱鑫和姜向群将老年

人再就业意愿的影响因素分为满足经济需求、自身固有特征与健康状况和自身能力三个方面[1]。诸多研

究认为，老年人再就业情况受其自身受教育程度影响。张翼与李江英认为，老年人再就业所达到的职业

层次与收入，与其所取得的教育资本呈正相关[2]。贾国年研究发现，受教育水平对老年人再就业意愿的

影响显著，受教育年限越高，再就业意愿就越强[3]。 
同时，经济状况也对老年人再就业意愿存在显著影响。宋宝安和于天琪对老年人退休后的收入与再

就业、幸福感进行相关分析后发现，老年人的经济状况是影响其再就业的关键[4]。赵一凡等学者认为老

年经济保障制度对老年人再就业意愿存在重要影响，他们指出养老金的高低会影响老年人的再就业意愿，

养老金收入越高，再就业的意愿则越低[5]。张翼认为，退休金收入和关系网(亲属、朋友关系)对老年人

是否再就业有着显著的影响[2]。 
此外，个人生理特征与家庭也对老年再就业意愿存在一定影响。萧振禹曾指出，个人和家庭因素都

可能影响城市老年人的再就业意愿[6]。江维通过分析北京市朝阳区的调查数据，得出老年人的性别、年

龄、教育程度和经济状况对再就业意愿的影响显著[7]。 
从上述学者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影响老年人再就业意愿的因素虽众说纷纭，但大致可以分为个体特

征、家庭代际关系和社会支持三类；同时，也说明了影响退休老年人再就业的因素是复杂的，是社会、

家庭以及个人因素多方权衡下的选择。 

2.2. 老年人再就业对策 

针对促进老年人再就业的对策，国内的学者也展开了相关的研究。宋晓莹、曹洁从社会网络的角度

出发提出应该建立专门的老年人就业管理机构，为其提供再就业信息、岗位以及人力资本培训[8]；雷晓

康通过实证研究，提出政府应调整其对于老年人“重养轻用"的政策偏向，通过宣传改变社会对于老年人

的刻板印象[9]；孙鹃娟认为，要从老有所为的角度来看待老年人的再就业问题，同时必须突破老年人非

充分就业、家庭内对于老年人的贡献认可以及老年人就业途径偏小等困境[10]；郑爱文、黄志斌提出，政

府应该完善立法、健全退休制度，为老年人再就业提供良好的法律和政策环境[11]；吴香雪、王三秀认为，

必须优化医疗服务，通过保障老年人健康、建立新型的退休机制、对老年人实行分类再就业等措施，引

导老年人再就业[12]。 
在老龄化进程加快的形势下，诸多专家学者认为延迟退休年龄也是一种必然的国际趋势，我国延迟

退休年龄政策的动因异于西方国家提高劳动参与率而延迟退休年龄的初衷，主要是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

险制度可持续性的挑战。杨馥借鉴国外延迟退休以及弹性退休政策的实践，结合我国国情论证了我国延

迟退休年龄的必要性，提出稳步实行延迟退休年龄的政策，或以延迟退休和弹性退休政策相结合，实施

差异化退休政策等构想[13]。李亚帆“从直接和间接两个方面进行论证，阐述了延迟退休政策对城镇居民

人均收入所产生的影响，从而认为该政策的推行会增加居民人均收入[14]。金刚也认为我国退休年龄偏低，

人群差异较大；提前退休的情况很是普遍，提出我国延迟退休年龄的必要性[15]。 

2.3. 互联网与老年人再就业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在老龄群体的应用，学者们开始关注互联网使用对于老年人再就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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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希望互联网的使用能够为老年人再就业提供更好的服务。靳永爱、赵梦晗认为老年人使用互联网有利

于其积极参与社会活动[16]，其中也包括了再就业等社会经济活动。吕明阳等认为互联网的使用会促进老

年人的就业参与的意愿[17]。但是也有研究者认为互联网的使用减少老年人的社交，会降低其社会参与水

平。他们认为互联网的使用会对老年人就业参与产生消极作用。老年人对互联网的使用需求不仅仅局限

于信息搜寻和人际沟通，运用互联网平台进行娱乐休闲活动也是老年群体使用互联网的另一重要需求。

而互联网的娱乐休闲功能往往会对老年人社会参与的积极性产生负面影响，进而降低老年群体的就业参

与意愿。同时，互联网技术的使用会进一步增强技能偏向的就业趋势，而这一趋势会对老年人就业产生

负面影响。 

3. 老年人再就业困境 

3.1. 老年人再就业面临就业歧视 

在家庭中，受中国传统老有所养观念影响，退休老年人再就业多被认为是子女无能、不孝的体现，

子女多不同意老年人再就业，认为会丢面子或危害到老年人身体健康[18]。且老年人自身受我国传统养儿

防老观念影响，推崇安度晚年，退休后多由子女进行赡养，再就业意愿相对较低。 
在社会中，受流传的“老年无用论”观念影响，企业提供给退休老年人再就业的岗位极少，人力资

源市场更多倾向于年轻群体，老年人匹配到与自己职业技能相符合岗位的机会极少。在此背景下，作为

求职市场中的弱势群体，大多退休老年人难以实现成功再就业，只能被动接受社会施加的能力偏见与年

龄限制，在求职市场中屡屡碰壁。 

3.2. 老年人再就业求职渠道窄 

老年人接收再就业招聘信息的来源主要可分为线下渠道与线上渠道。线下渠道主要来源于非正式渠

道，如亲戚朋友介绍，而非通过劳动力市场或者职业介绍机构这类正规专业机构。非正式渠道的确是寻

找工作的一种方式，但缺乏相关的权益保障，存在一定的风险性和不确定性。同时大部分为老年人提供

再就业岗位的公司多通过互联网平台发布招聘信息，使得线下求职的老年人可选择的岗位范围十分狭窄，

难以求职到与自身职业技能相匹配的职位，不利于老年人再就业实现个人价值。 
线上渠道主要来源于各类专业招聘软件或社交平台招聘信息。但一则退休老年人对智能手机使用率

较低，不熟悉相关求职操作，易错失合适就业岗位。且线上招聘信息真假难辨，部分辨别信息能力较差

的老年人易受蒙骗，面临即使找到了心仪的就业岗位，招聘内容也会同实际工作状况有出入的窘境。 

3.3. 老年人再就业保障体系不完善 

当前，国家为了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出台了相应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但

其中没有对于低龄老年人再就业权益做出明确规定。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劳动法》等人力资源保障相关的法律法规中规定，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人员与用人单位之间难以界定为

劳动关系，当事人通常只能通过司法途径，按照劳务关系或雇佣关系进行维权，维权成本较高，相关法

律同时也没有对低龄老年人再就业权益作出解释，低龄老年人再就业权益维护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此

外，虽设有老龄办和人社局等政府机构，但对老年人再就业问题很少涉及[19]。 

4. 老年人再就业对策——搭建互联网智慧服务平台，切实推进老年再就业 

在信息时代的背景下，互联网平台的运用在鼓励老年人继续实现自我价值，提升老年群体就业参与，

最终实现“积极老龄化”，缓解劳动力短缺和社会养老压力等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本文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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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的老年再就业智慧服务平台，是以互联网技术与大数据平台为基础构建的，集合多种功能为一体的服

务于老年求职群体的就业平台。该平台致力于不断畅通老年人再就业的求职渠道以及信息壁垒，为老年

人再就业的推进提供载体支撑，促进老年人再就业。 
因此，本文立足于老年人力资源的开发与利用，针对老年人再就业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障碍，尝试

提出构建老年人再就业智慧服务平台的有效路径。 

4.1. 设立技能培训板块，宣传优秀老年职工，助力破除就业歧视 

针对老年人职业技术脱节以及就业歧视等问题，老年人再就业智慧服务平台应设立职业技能培训板

块，联手第三方老年教育培训机构，对接企业职位技能需求，完善老年人再就业技能培训机制。一方面，

积极探索和实践老年职业培训渠道，以智慧服务平台为桥梁，畅通老年教育培训和老年人就业之间的衔

接渠道，通过录制线上就业技能指导视频或召开技能交流学习会议等形式互动，切实发挥其在服务老年

群体就业指导与职业培训中的作用；另一方面，在智慧服务平台、老年教育培训机构和用人单位之间建

立合作、对接与联动关系，根据用人单位需求提供与之相对应的职业培训，提高教育培训的专业对口程

度，从而通过智慧服务平台打通老年教育培训机构和用人单位之间的对接渠道，切实提高老年人的专业

技能实用性与求职成功率。 
此外，智慧服务平台还应引入先进老年职工板块，加大对老年再就业的价值宣传和舆论引导。通过

选取或评选出重塑老年人价值的典型事例和优秀老年人代表，予以表彰并扩大宣传，激励老年人正确认

识、勇于实现个人价值，转变传统的“老而无用”“颐养天年”等养老观念，树立积极的再就业观，助

力老年人再就业。 

4.2. 提供求职与招聘服务，搭建老年论坛，拓宽求职渠道 

在老年人再就业智慧服务平台的搭建中，设置“求职”和“招聘”两个基本模块。在求职板块，老

年人可以发布个人信息和求职意向，平台对相关数据进行搜集整理，打造“银发人力资源”信息库；而

在“招聘”板块，则由企业提供适配老年人的职位，发布工作地点、工作内容、薪资待遇等基本招聘信

息，平台对其进行分类归纳后呈现，方便老年求职者进行岗位搜索，寻找适合的工作，为老年人和企业

招聘者提供双向选择的空间，以此发挥本助老就业平台的中介作用，连接有就业需求的老年待就业群体

与人才市场，拓宽老年人的就业渠道，使老年人能够更加方便、快捷地搜寻招聘信息，找到适宜的就业

岗位。 
针对上文提出的老年人就业渠道窄的问题，平台还可以设立老年论坛板块，为老年人提供更多的社

交和交流机会，帮助老年求职者扩大社交圈子，促进招聘信息在老年求职者内部圈子的传播。此外，平

台还可以借助论坛鼓励老年人组织、参与各种老年社交活动，助力老年求职者之间建立联系，增进感情，

实现经验交流与信息共享，破除信息壁垒，增加就业机会。 

4.3. 做好政策普及，提供线上签约服务，促进老年再就业体系完善 

智慧服务平台应设立政策法规板块，为老年人求职者全面普及灵活用工形式、合同签订、工作时间、

社会保障等相关政策法规，坚决防止和抵制企业对老年人再就业的不合理限制和歧视行为，大力营造公

平就业环境，助力老年求职者知法、学法、用法，鼓励老年求职者在遭遇不公待遇时勇于利用法律武器

维护个人权益。 
同时，老年求职者维权事件的增多必然会引起社会对老年人再就业群体及其相关权益保障的关注，

以此促进政府及相关部门加快对相关法律法规的修订与出台，完善老年人再就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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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智慧服务平台还应提供网上签约服务，确保老年人再就业渠道的正规化。平台应聘请专业人

员对合同的法律效力进行审查，依法要求企业在合同中列明法律适用、劳务报酬、工作内容等权利与义

务，避免老年求职者面临非法合同、工资拖欠等一系列问题。同时，当老年求职者与企业发生劳务纠纷

时，可以通过平台进行投诉与维权，平台确认后应酌情对涉事企业发布对招聘信息进行封禁、下架等处

理，并为老年人提供一定的法律援助服务。 

基金项目 

天津理工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资助，项目名“积极老龄化视角下老年人再就业问题研

究与智慧服务平台设计”(项目编号 202210060119)。 

参考文献 
[1] 钱鑫, 姜向群. 中国城市老年人就业意愿影响因素分析[J]. 人口学刊, 2006(5): 24-29. 

[2] 张翼, 李江英. “强关系网”与退休老年人口的再就业[J]. 中国人口科学, 2000(2): 7. 

[3] 贾国年. 老年人的再就业与晚年生活[J]. 人口与经济, 1993(5): 57-62. 

[4] 宋宝安, 于天琪. 城镇老年人再就业对幸福感的影响——基于吉林省老年人口的调查研究[J]. 人口学刊, 2011(1): 
42-46. 

[5] 易定红, 赵一凡. 新农保养老金政策效果评估——基于老年人生活幸福感的实证研究[J].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21, 41(6): 99-112. 

[6] 萧振禹. 个人和家庭因素对城市老年人就业的影响[J]. 人口与经济, 1996(3): 38-43. 

[7] 江维. 北京市老年人再就业意愿影响因素分析[J]. 山西农业大学学报, 2013, 12(1): 104-108. 

[8] 宋晓莹, 曹洁. 积极老龄化视域下社会网络对老年人再就业的影响效应研究[J]. 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 2021, 23(4): 63-78. 

[9] 雷小康, 王炫文, 雷悦橙. 城市低龄老年人再就业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西安市的个案访谈[J]. 西安财

经大学学报, 2020, 33(6): 102-106. 

[10] 孙鹃娟. 老年人再就业和二次人口红利[J]. 人民论坛, 2019(4): 54-55. 

[11] 郑爱文, 黄志斌. 基于个人和社会双重视角的老年人再就业影响因素分析[J]. 宁夏社会科学, 2018(5): 133-143. 

[12] 吴香雪, 王三秀.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老年人再就业问题研究[J]. 青海社会科学, 2015(6): 77-82. 

[13] 杨馥. 我国退休年龄改革的探讨[J]. 宁夏社会科学, 2013(2): 58-63. 

[14] 李亚帆. 延迟退休政策对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的影响[J]. 浙江树人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4, 14(5): 
65-70. 

[15] 金刚. 中国退休年龄的现状、问题及实施延迟退休的必要性分析[J]. 社会保障研究, 2010(2): 32-38. 

[16] 靳永爱, 赵梦晗. 互联网使用与中国老年人的积极老龄化——基于 2016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的分析[J]. 
人口学刊, 2019, 41(6): 44-55. 

[17] 吕明阳, 彭希哲, 陆蒙华. 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就业参与的影响[J]. 经济学动态, 2020(10): 77-91. 

[18] 罗洁. 老年人再就业面临的多元挑战[J]. 合作经济与科技, 2022, 6(10): 92-94. 

[19] 王宏, 邢昊, 李雅丽. 积极老龄化视角下老年人再就业问题研究[J]. 国际公关, 2023, 160(4): 38-40.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3.1212964

	积极老龄化视角下老年人再就业问题研究与智慧服务平台设计
	摘  要
	关键词
	Research on the Reemployment of Urban Elder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ctive Aging and Design of Smart Service Platform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文献综述
	2.1. 老年人再就业影响因素
	2.2. 老年人再就业对策
	2.3. 互联网与老年人再就业

	3. 老年人再就业困境
	3.1. 老年人再就业面临就业歧视
	3.2. 老年人再就业求职渠道窄
	3.3. 老年人再就业保障体系不完善

	4. 老年人再就业对策——搭建互联网智慧服务平台，切实推进老年再就业
	4.1. 设立技能培训板块，宣传优秀老年职工，助力破除就业歧视
	4.2. 提供求职与招聘服务，搭建老年论坛，拓宽求职渠道
	4.3. 做好政策普及，提供线上签约服务，促进老年再就业体系完善

	基金项目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