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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近年来城市化与老龄化的不断加重，老年人口的数量越来越多，随之增长的城市退休老年人规

模持续扩大，但这一群体所面临着社会隔离、价值感缺失等诸多问题，因此让退休老年人进行社区参与

不失为一种有效解决路径。但在参与过程中，他们面临着参与意识薄弱、参与能力不足、家庭支持不足、

社区整合资源力度不足、社区环境复杂、社区重视程度不足等困境。本文通过分析退休老人的参与困境

并以社工介入的途径提出了增强退休老人的社区参与意识和能力、拓展社区参与渠道，丰富参与形式、

做好家庭工作，链接家庭资源、促进社区内部的协调合作、加强宣传工作等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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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ongoing acceleration of urbanization and population aging in China, the elderly population 
is expanding, leading to a continuous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urban retirees. However, this de-
mographic faces numerous challenges, including social isolation and a diminished sense of self-
worth. Encouraging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among retirees presents an effective solution. Never-
theless, they encounter obstacles such as a lack of participation awareness, insufficient particip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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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abilities, inadequate family support, insufficient community resource integration, complex com-
munity environments, and inadequate community emphasis. This paper proposes strategies for so-
cial workers to intervene, including enhancing retirees’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awareness and 
capabilities, expanding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channels, enriching participation forms, facilitat-
ing family support and resource linkage, promoting internal community coordination and cooper-
ation, and strengthening publicity eff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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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在人口结构老龄化、人口政策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等多方面的影响下，我国近年来老龄化不断加重，

老龄化问题也随之愈发严峻。据相关研究数据显示，我国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在 27 年内

从 7%上升至 14%，增长速度是其他国家的几倍之快。2020 年中国城镇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绝对数量

大约为 1.43 亿人，占城镇总人口数量的比重约为 15.85%。当前我国老龄化的发展程度仍然在不断加深，

预计截至 2050 年，我国 65 岁及以上老人占总人口的比例将上升至 25%[1]。根据《国务院关于安置老弱

病残干部的暂行办法》和《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的规定，我国职工现行退休年龄是，

男性 60 周岁，女干部 55 周岁，女工人 50 周岁。据最新政策规定，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起，我国退休年

龄熟悉那个渐进式延迟，男性职工延迟至 63 岁，女性干部至 58 岁，女性职工至 55 岁，即便如此，在增

长速度如此快速的老龄化背景下，我国城市退休老年人的数量势必增长迅速，而退休老年人面临着财务、

社交孤立、健康、时间管理、家庭关系、情感等各种问题，这些问题也极大地影响着老年人的健康养老

以及晚年生活质量。尤其是退休老人会面临自我价值感丧失，逐渐脱离社会的问题，而积极老龄化强调

老年人的健康、参与和保障三大方面的积极发展，老年人不该作为社会的负担，而是社会发展的积极的

促进资源，所以要帮助老年人发挥自身的价值与特长，鼓励老年人积极地参与社会活动，参与社会建设，

实现老年人积极老龄化与整合人力资源促进社会发展的共赢。 
社区参与是指个人或群体积极参与社区事务和活动，为社区的发展和改善贡献自己的力量，可以包

括社区服务、社区活动、社区决策、社区建设、社区宣传等不同的形式。城市退休老年人脱离工作后，社

区便成为其主要的活动场所，而由于城市中年轻人多数忙于工作，在社区生活的时间并不长，对社区各

种事务的熟悉程度低且参与较少，而拥有大量空余时间的退休老年人可以填补这一空缺。让退休老年人

进行社区参与首先可以传承经验与知识，退休老人通常拥有丰富的人生经验和专业知识，在社区建设中

可以分享这些宝贵的资源，传授经验、指导年轻一代，促进社区的发展。其次能增强社区凝聚力，通过

参与社区建设，退休老人可以与其他居民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增进邻里之间的友谊和信任，提升社区的

凝聚力和团结性。再次，提升自我认同感，参与社区建设可以让退休老人感到自己仍然是社会的一部分，

有能力为社区发展做出贡献，增强自我认同感和存在感，提升生活满意度。最后也能促进身心健康，积

极参与社区建设能够让退休老人保持活跃、锻炼身体、保持头脑清醒，有益身心健康。 
社会工作在老年领域的发展趋势是朝着更加专业化、综合化和人性化的方向发展，以更好地满足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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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人多样化的需求，提升他们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为目标。本文将专注于城市退休老人的社区参与研究，

从社会工作介入的角度探寻社区退休老年人社区参与的困境并提出解决路径。 

2. 理论基础 

2.1. 活动理论 

活动理论认为活动水平的高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老年人对生活的满意程度，活动水平高的老

年人相较于活动水平低的老年人能更好地适应社会，活动理论主张老年人应尽量保持中年时的生活方式

[2]。城市退休老年人在退休前有属于自己的工作，他们在自己的领域发挥着作用，但退休后，他们便大

大降低了在社会上的活跃程度，因此会很难适应这一过渡阶段。社工通过帮助退休老年人参与社区事务，

经常活跃在社会活动中可以帮助他们更好地适应退休后的老年生活，提升自我价值感。 

2.2. 优势视角 

首先，优势视角鼓励关注个体的优势和长处，而不是过分关注他们的弱点和问题。在老年人活动中，

可以通过了解每位老年人的兴趣爱好、技能特长等，设计相应的活动内容，让他们能够充分展现个人优

势和特长。其次，优势视角强调培养自我肯定和自信，通过认可和强调老年人的优势和长处，可以帮助

他们建立更积极的自我认知和自我肯定感。老年人在参与活动的过程中，通过展现自己的优势和技能，

可以增强他们的自信心和幸福感。再次，优势视角鼓励个体之间的互助合作，通过发挥各自的优势，共

同完成任务和活动。在老年人活动中，可设计团队合作的活动项目，让老年人通过相互合作，发挥各自

的长处，增进社交互动和友谊。最后，优势视角强调积极心态对个体发展的重要性，老年人在活动中可

以通过培养乐观的心态和积极的情绪，更好地适应生活变化，提高生活满意度。 

2.3. 增能理论 

增能理论又称赋权理论，强调弱势群体具有内在发展潜力，通过提升个人能力、改善社会支持及优

化环境资源，可帮助其突破困境，救助弱势群体的核心在于“助人自助”，需通过技能培训和政策支持

增强其应对困难的能力。针对老年人群体，赋权实践可从三个维度展开：个人层面老年人通过参与社区

活动提升自我价值感，获得参与感和社区归属感；人际层面社工通过开展丰富的活动，搭建老年人社区

参与平台，促进老年人之间的互动，提升与人协作发展的能力；环境层面则通过组建自治组织争取平等

参与决策的机会，实现社区参与的多元化发展。 

3. 城市退休老年人社区参与困境 

3.1. 个人层面 

3.1.1. 社区参与意识薄弱 
部分老年人由于身体健康状况或者心理原因，对社区活动和交流变得不那么积极，也存在老年人由

于孤独、抑郁等心理问题，导致他们对社区参与的积极性下降，甚至出现社交恐惧症状，难以主动融入

社区活动中，因而他们可能缺乏参与社区活动的意愿，导致与社区其他成员的互动减少。退休后由于社

会角色的变化，老年人自身经济、地位、社会支持情况也在发生重大的变化，老年人开始习惯依赖社区、

家庭，对自我能力的认知消极，逐渐产生安于现状的心理，对社区情况逐渐不再关心[3]。也有许多老年

人认为既然已经离开工作岗位，就无需再关心社会发展与社区事务。在他们看来，社区活动不过是走走

过场，只要不触及自身利益就事不关己。这种参与意识的缺乏导致部分老年人在参与社区事务时缺乏积

极性，行动力不足。在信息化发展的信息化发展迅速的背景下，一些老年人由于科技应用的局限或者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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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传播渠道的闭塞，难以获取社区活动、政策变化等方面的信息，导致对社区事务关注度不高，久而久

之对参与社区事务缺乏敏感性，参与意识逐渐淡化。此外，由于参与决策欠缺，在社区事务决策过程中，

老年人往往由于种种原因缺乏参与的机会和意愿，因而导致他们对社区事务缺乏归属感和责任感[4]。 

3.1.2. 社区参与能力不足 
老年人的流体智力随着年龄的衰老不断减退，对新事物的接受及学习能力下降，在社区事务的参与

上会存在难以理解参与复杂的社区活动和讨论的困境。而不变的晶体智力中，由于科技文化的变化迅速，

其中大部分知识与现时代的快速发展并不完全相匹配，老年人也因而会出现技术隔阂，对于那些不熟悉

或不擅长使用技术的老年人来说，这可能是一个障碍，导致他们无法参与数字化的社区活动[5]。随着年

龄的增长，老年人的身体会呈现九大系统的衰退，其身体健康问题日渐严重，如行动不便、视力或听力

受损，可能会限制老年人参与某些社区活动的能力，例如户外散步、体育活动或听讲座。有相关研究指

出，老年人患有慢性病会对社区居家老年人社会参与水平产生影响，且不同的慢性病模式产生的影响程

度不同。因此，患有慢性疾病会影响老年人整体的社区参与能力[6]。 

3.1.3. 社区参与兴趣不足 
退休老年人离开工作环境后，突然多出大量的空闲时间会让他们产生不适应的感觉，而融入新的社

交圈子需要老年人做出较大的改变，大部分老年人更倾向于固有的生活方式和社交圈子，对参与社区事

务需要接触的新事物及新人群缺少兴趣及存在抵抗心理[7]。部分退休老年人退休后会产生角色及身份的

改变，在这方面的情感认同上存在挑战，会让他们产生情感上的退缩，一些老年人还会对自我价值进行

质疑，对自身的能力信心不足，这让他们更愿意呆在家中独自活动。 

3.2. 家庭层面 

3.2.1. 缺乏家庭支持 
家庭的支持不足体现在以下三方面，第一，部分家庭成员可能对老年人参与社区活动持消极的态度，

认为他们应该在家中休息或者照顾家庭，而不是花时间参与社区活动。家庭成员可能会限制老年人参与

社区活动的自由，例如限制他们的外出时间、要求他们优先处理家务或者陪伴家人。第二，家庭成员缺

乏对老年人参与社区活动的鼓励和支持，不愿意为他们提供必要的支持，例如提供交通工具、陪同参加

活动等。第三，家庭成员存在忽视老年人对社区参与的需求和愿望的情况，认为他们不需要或者不应该

参与这些活动，而是应该在家中安度晚年[8]。也有家庭成员出于过度保护的心态，不愿意让老年人参与

社区活动，担心他们会受到伤害或者遇到不好的影响。 

3.2.2. 家庭活动时间较多 
部分老年退休后会把更多的时间都花在照顾子孙上，一方面，许多老年人认为照顾后代是他们应尽

的义务，他们也享乐其中；另一方面，因为儿女忙于生计，无暇顾及后代，只能交由老年人隔代抚养老

人认为该照顾，也有家庭成员逼迫老年人帮助照顾后代，认为老年人退休后大量的空闲时间应该拿来照

顾后代，老年人因而缺乏参与社区事务的时间自由。 

3.3. 社区层面 

3.3.1. 社区资源整合力度不足 
宣传作为开展活动的重要一环，与后续的活动开展关系密切，而社区在进行社区活动等相关事务的

宣传上存在宣传力度不够，宣传渠道不通畅的情况。由于老年人本身的特殊性，社区采取普通的宣传方

式与老年人并不匹配，难以达到宣传效果。在服务项目上形式单一，重复冗杂，老年人的参与渠道少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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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通畅。社区中可能存在重复冗余的服务项目，而社区内部各部门、组织或机构之间缺乏协作与合作，

导致资源利用不充分，无法形成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老年人也可能因为信息不明确而产生困惑，从而

影响到老年人的参与体验。社区对老年人的需求不明确，无法做到活动项目开展以老年人的需求为核心，

缺乏个性化和针对性，导致老年人对参与的兴趣不高，体验感差，对社区参与的意愿和兴趣降低。 

3.3.2. 社区参与环境复杂 
由于社区基层治理的发展迅速，许多社区将侧重点放在促进基层治理的上，更多地融入了行政内容，

社区掌握不好发展程度会让社区活动充满行政色彩，这对老年人来说是一大挑战[9]。此外，由于社区居

民的社会关系网络的不同，有些人可能已经建立了广泛的社交圈子，而有些人可能社交关系较为孤立，

这会影响到他们参与活动的意愿和能力，而退休老年人这一群体的具有特殊性，在该方面的表现会更加

明显。由于社区的规划和资源分配问题会导致一些地区或者群体缺乏参与活动的机会和资源，而老年人

作为弱势群体，往往会被不公平的对待，导致老年人的社区参与的环境复杂化。 

3.3.3. 社区对老年人的重视程度低 
社区及居民对老年人的认知了解不足，导致对老年人的尊重和关注不够，甚至出现对老年人的歧视

行为，在社区事务参与中，社区将重心更多地放在了青年人身上，对老年人的意见和建议不够重视，缺

乏老年人在社区事务中的参与和发言权，社区中也可能缺乏促进促进老年人社会互动和交流的活动和平

台，老年人的参与决策权受到限制。 

4. 社工介入城市退休老人社区参与的路径 

4.1. 增强退休老人的社区参与意识和能力 

社工在此过程中可采用个案、小组和社区工作方法，提升社区退休老人的社区参与意识和能力。开

展教育和宣传工作，开展针对退休老年人的社区参与意识和重要性的教育和宣传活动[10]，通过讲座、宣

传册、社区广播等方式向他们传达参与社区的好处，激发他们的参与意识；组织退休老年人参与技能培

训，针对不同工作的退休老年人采取个性化的培训方式及技能学习，利用退休老年人自身固有的优势学

习新的技能，包括电脑技能、手工艺技能、社交技能等，提升他们的社区参与能力；帮助社区退休老人

之间建立互助网络，鼓励他们相互帮助、支持和交流，增强他们的社区归属感和参与意识。在此过程中，

社工可协助社区培养老年人的团队骨干，在秉持尊重、自愿的理念下为老年骨干提供一些管理技巧、沟

通技巧的学习，发挥老年人骨干的带领作用，增强老年人参与社区事务讨论和决策的责任感与意识，给

予积极参与社区活动的退休老年人适当的奖励和认可，激励更多的人参与到社区活动中来。 

4.2. 拓展社区参与渠道，丰富参与形式 

社工需要发挥专业优势，帮助社区创建老年人社区参与平台，包括社区活动中心、俱乐部、志愿者

组织等，为他们提供参与社区活动的机会和平台；做好活动前的需求调查，了解退休老年人的真实需求，

设计丰富多样、个性化的社区活动，包括健康促进活动、文化艺术活动、志愿服务活动等，满足不同退

休老年人的需求和兴趣，吸引他们积极参与；丰富社区宣传方式，采取适宜老年人接收信息的宣传方式

提前对社区事务进行重复宣传，及时发布信息并及时提醒老年人参与活动，形成有效的长效机制；帮助

社区丰富服务项目的形式，引入多样化的服务项目，借鉴其他社区的成功经验，并做好活动后的评估工

作[11]。相关研究显示，老年人的社区参与程度因其使用数字设备而得到明显改善，老年人情绪状态在其

数字设备使用和社区参与之间有着显著的中介作用[12]。因此，可以利用数字平台促进老年人社区参与，

帮助老年人主动学习数字技术，首先要帮助老年人转变观念，激发他们学习数字技术的内在动力。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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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挖掘老年人的兴趣爱好，将其转化为学习新技术的驱动力，增强学习主动性。同时要净化网络环境，

严厉打击网络诈骗和谣言，保障老年人信息安全，消除他们使用网络的后顾之忧。其次要特别关注老年

人的情绪状态，尤其是女性老年群体。可以通过组织多样化的社区数字活动，让老年人在轻松愉快的氛

围中掌握数字技能，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从而提升他们参与社区数字生活的积极性。 

4.3. 做好家庭工作，链接家庭资源 

针对不关心这方面工作的家庭成员，社工要利用专业特长与方法向家庭成员说明社区参与的情况，

争取家庭成员对退休老年人的支持；针对不支持的家庭成员，社工要积极进行双方的协调沟通，让老年

人主动表达自己的想法，同时也让家庭成员多去倾听、尊重老年人的想法，为双发搭建有效沟通桥梁；

动员更多亲朋好友的支持，对支持老年人的家庭成员施加影响，让其在潜移默化中影响老年人，提升老

年人参与活动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4.4. 促进社区内部的协调合作 

首先要建立沟通平台，社工在介入过程中要加强和社区居委会及其他工作人员之间的合作交流，形

成良好的互动关系，建立双方的沟通机制，促进组织间的工作对接和协调，可以定期召开会议汇报工作

进度，统一目标，打好互相信任的基础，发挥双方各自的优势，做好服务。其次，要明确组织分工，要确

定组织发展的目标和要完成的任务，分析工作内容，确定其中的关键职能和职责，明确各方需要承担的

具体工作内容，在方案制定中要和相关人员进行沟通协商，避免出现工作交叉或互相扯皮的现象，同时

要做好工作评估[13]。 

4.5. 加强宣传工作 

除了对社区内活动宣传的改善，也要注重对退休老年人整个群体的宣传[14]。社工要面向整个社区的

其他居民开展社区活动，进行老年人群体的科普，减轻居民对老年群体的误解与偏见，营造良好的社区

氛围，让社区增强对老年人群体的重视，更多地将其纳入社区事务的决策中，增加老年人视角。退休老

年人在社区参与中的体验感增强，能提升其自我价值感，对社区参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也得到了提升。

此外还要充分发挥大众传媒的作用，面向整个社会倡导“老有所为”、“老有所为”的积极老龄观念，宣

传社区参与中老年人的作用和贡献，宣传退休老人在社区参与中的有效成果，将优秀的老年人社区参与

优秀事迹写成案例发挥示范作用，提升社会对老年人的认可度，也能吸引其他社区效仿，形成良好的社

会氛围。 

5. 总结 

随着老龄化的不断加重，如何实现积极老龄化是当前之重，让退休老年人通过社区参与的方式改善

晚年生活质量，发挥余热不失为一种积极的路径选择，虽老年人在社区参与中存在一些参与困境，但在

其中的作用不容小觑。老年人很难依靠自身的力量融入社区的发展，而社工在老年群体的服务发展中已

有可以施展的舞台，通过社工介入的方式来增强退休老人的社区参与意识和能力、拓展社区参与渠道，

丰富参与形式、做好家庭工作，链接家庭资源、促进社区内部的协调合作、加强宣传工作将会更有效。

此外，社工需要聚焦于服务对象，多方协调，让老年人在社区参与中拥有更便捷、舒适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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