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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世界卫生组织将60周岁以上的人群定义为老年人。其中，60至69岁的为低龄老人，

70至79岁的为中龄老人，80岁以上的称为高龄老人。据2016年我国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

况抽样调查成果发布：截至2015年，我国低龄老年人口占56.1%、中龄占30.0%、高龄占13.9%[1]。据此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加强老年人力资源开发，增强

大龄劳动力就业能力”。也就是说在现有退休制度或其缓慢改变的前提下，老年人尤其是低龄老人退

休后的职业发展（后职业发展），这中间有一个依赖于其知识经验优势、社会资本优势、人才成本优势，

将是老龄化背景下人才建设的重要内容，需要社会融合机制予以支持。然而，这个实践中提出的问

题，学界尚缺少清晰的研究框架，这也是本研究所要关注的问题。

一、研究述评

关于低龄老人后职业发展，在其内涵和意义、方式途径及其社会支持等方面已有一定的研究成

果。正如，二十世纪40 年代，欧内斯特·W·伯吉斯（Ernest w. Burgess）就已将象征互动理论中的社会

参与概念引入老年研究领域[2]。之后，世界卫生组织又提出活跃老化（active ageing）的目标[3]。蔡昉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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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成果：民政部门户网站2016-10-09。
[2]转引自段世江、张辉：《老年人社会参与的概念和理论基础研究》，〔石家庄〕《河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08年

第9期。

[3]世界卫生组织编著：《积极老龄化政策框架》，〔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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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延长的健康余寿可以成为人口红利的新源泉[1]。林南认为，社会资本是内嵌于社会网络中的资源，

行为人在采取行动时能够获取和使用这些资源[2]。因此，积极社会参与成为老年人扩大社会网络，提

高社会资本，保证生活质量的重要途径。

所谓后职业生涯理论（post-career）是以个体可以并且应当适应职业为假设，探讨个人适应职业

及个体与职业的互动关系。Cohen认为心理学界一直低估人生后半段的潜力，将其区分成中年重新

评估阶段、解放阶段、总结阶段、安可阶段这四个阶段。其中第二阶段的解放阶段即为解放、实验和创

新的阶段，它通常发生在60-70 岁。表现为：此阶段的人们经常会意识到“此时不做，更待何时?”而引

发内在的解放感；个体渴望说出自己真实的感觉，按自己的需求行动；大脑的信息处理部分形成新的

神经连结，并渴望新奇的经验；退休或半退休让人有时间去实验新的经验[3]。今天我们提出后职业发

展是承袭了“职业发展理论”的阶段性研究。这种分段为后职业发展的年龄及其内涵提供了新的视

角。关于延迟退休的研究争论，指出了低龄老人后职业发展的一个途径，即维持在原单位、原职业的

方式。众所周知，中国基本养老保险的法定年龄是目前主要国家中最低的。杨燕绥等认为，早退导致

养老金支付压力，造成人力资源的浪费[4]。李海明在分析“退休资源及其限制”时罗列了三种后职业方

式：享受养老保险却仍从事有收入的工作；不能顺利享受养老保险的待遇，从事职业劳动；无所谓退

休，一直从事职业劳动的情形[5]。据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显示，目前低龄老人主

要是参加各种公益活动、帮助社区有困难的老年人、在社区公共事务中发挥作用、参加老年协会活动

等后职业发展方式。

所谓老年社会支持则是指老年人从社会和他人处获得的各种支持的总和，也是老年人与他人、社

会互动所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社会关系之总和。国外社区研究提出老年人社会支持类型的模型有五

种：家庭依赖型、社区整合型、自我涵括型、社区依赖型、自我局限型[6]。但在我国老年人的社会支持网

因支持网络类型和制度介入的不同而显出城乡社区的差异。有学者从照料支持、关爱支持、扩展支持

和指导支持四个维度研究了城市低龄老年人的需要、社会支持和心理健康关系[7]。有学者通过对山西

省农村抽样调查的638个老年人的资料分析，提出坚持以家庭和亲属为主的老年人社会支持和赡养

模式以及发展农村社会救助体系、开展老年人社会服务、逐步发展农村老年社会保险、建立社会支持

体系等政策建议[8]。

韩克庆认为，延迟退休年龄之争是民粹主义与精英主义之争[9]。也有学者指出，借鉴国际经验，延

迟退休年龄的官方信息披露之后，社会各利益集团都从自己的得失出发，表达诉求，利益分化与观点

分歧立显。刘帆指出，虽然我国拥有十分丰富的老年人力资源，但是却存在着老年人所受教育水平较

低和地区分布不平衡、对老年人力资源的开发利用率较低、社会参与情况不稳定的问题。影响老年人

[1]蔡昉：《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刘易斯转折点》，〔北京〕《经济研究》2010年第4期。

[2]〔美〕林南：《社会资本——关于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张磊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4页。

[3]（Cohen，2005）吉恩·柯翰Cohen，Gene D.：《熟年大脑的无限潜能》，李淑瑁译，〔台北〕张老师文化事业2007年版，

第33页。

[4]杨燕绥等：《老龄化背景下养老保险费率平衡机制研究》，〔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7期。

[5]李海明：《论退休自愿及其限制》，〔北京〕《中国法学》2013年第4期。

[6]珂莱尔·婉格尔、刘精明：《北京老年人社会支持网调查——兼与英国利物浦老年》，〔北京〕《社会学研究》1998年

第2期。

[7]吴捷：《城市低龄老年人的需要、社会支持和心理健康关系研究》，〔天津〕南开大学论文集，2010。
[8]贺寨平：《农村老年人社会支持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论文集，2001。
[9]韩克庆：《延迟退休年龄之争》，〔北京〕《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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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就业的因素既有老年人自身再就业意愿、健康状况、再就业能力等微观因素，也有社会观念和社会

经济发展水平等宏观因素。总之，专门的老年人再就业管理机构、为老年人再就业提供就业指导和培

训、以及开拓老年人就业渠道等社会支持对老年人的再就业情况有着重要作用和影响。

综上所述，我国的积极老龄政策主要集中在老年人家庭赡养和扶养、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优

待、宜居环境等方面，由于社会存在老年歧视的隐形排斥、国家对于后职业发展缺乏制度性安排、后职

业能力教育服务资源缺乏、低龄老人自身角色转换意识薄弱，有关老年人后职业发展的社会支持研究

还非常缺乏，造成了我国低龄老人后职业发展滞后于老龄社会人才建设的社会需要。一是后职业发

展内容的规定还停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文本层面，即对社会参与的界定局限

在从事社区活动、健康保健、老年协会等社会公益活动方面。二是对老年人后职业发展的具体途径、

可操作性的政策措施非常缺乏。这既影响了政策的判断和取舍，也影响了组织化的力量。因此，如何

研究制定出针对全体老年人群的、在更大范围内实现后职业发展的政策，还需要学者和政策制定者们

更进一步的研究与探索。三是缺少深入对中国老年人后职业发展社会支持机制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由于西方理论的引入少有中国化的实践运用和实证支撑，尤其是对不同类别老年群体社会支持的研

究。亟待从视角上变老龄化问题研究为老龄化资源研究，方法上变经验研究为实证研究，理论上变零

散研究为系统研究，作用上变理论研究为应用研究。

二、研究方法与框架

我们认为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方法可以为：文献资料法：通过梳理政策文本，采用Cite SpaceⅡ文献

计量可视化技术进行内容分析，从不断密集出台的积极老龄化政策和人口政策中，研究政策价值变迁

和工具变化，作为对低龄老人问卷和访谈的背景资料；问卷法：通过大样本问卷调查，对低龄老人的性

别、职业背景、职后生活内容、意愿、社会资本、家庭支持、后职业满足方式、城乡差异等后职业发展及

其支持体系现状进行调查，运用SPSS软件，进行多要素的相关性分析；个案研究法：通过跟踪政策主

导型、社会企业支持型、教育支持型、社区支持型和复合支持型的不同个案，研究其运行变化的全过

程；通过不同行业、拥有不同社会资本老人职后发展状况研究，提升具有一般意义的成果。

以此积累后职业化理论，为老龄化社会人才建设及人力资源开发提供依据，为建构有效的社会支

持系统提供决策参考。

1. 研究逻辑 依照“理论假设——现状调查——问题分析——实践研究——对策思考——理论

总结——实践推广”思路展开。研究框架的逻辑体系为:

77



低龄老人后职业发展论纲

2017/6 江苏社会科学· ·

通过跟踪2011年（因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于2011年达到峰值后持续下降）以来特定地区劳动

就业人口结构变化，描述低龄老人后职业发展总体趋势；通过调查不同行业低龄老人后职业发展个人

意愿、城乡差异、性别差异、职业背景差异、社会资本积累差异、家庭支持差异而形成的后职业发展差

异，进行相关分析。呈现后职业发展中的劳动参与和社会参与现状，探寻其职后“显性的发展障碍”和

“隐性的社会排斥”，对其中的制度性缺陷、观念性障碍、组织化不足、专业性缺乏、情感性缺失等社会

支持问题进行研究，提出改善和构建低龄老人后职业发展社会支持体系的建议。

2. 研究维度 第一、中外“老有所为”政策梳理及比较研究。通过梳理各国（地区）和中国“老有所

为”政策变迁，比较政策理念、现实指向、政策工具及执行状况，评估老龄化各阶段政策重点及其工具

的适切性。比较分析政策在职业回归标准、利益安排、社会需求和个人需求的平衡等方面的规定，厘

清后职业发展概念的理论内涵和现实范围，明确低龄老人后职业发展的条件和标准，对低龄老人后职

业发展社会支持进行合理性论证。

第二、关于我国低龄老人后职业发展现状的实证研究。通过统计数据分析2011年以来我国低龄

老人在业状况、劳动参与和社会参与的比例、行业分布、收入情况、地区差异等情况，反映出因参与意

愿、城乡、性别、职业背景、社会资本积累、家庭支持等因素差异而形成的后职业发展差异状况。

第三、低龄老人后职业发展社会支持不足的原因分析。对国家动员不足、政策工具单一、市场信

息不对称、供需信号不透明、老年教育资源短缺、发展性生涯指导缺乏、社区组织化程度不高、家庭对

老人自主性发展支持不够等可能存在的问题进行调查分析，解释阻碍低龄老年后职业发展的原因。

第四、“增权赋能”视角下后职业发展的社会支持系统构建。通过借鉴美国“绿拇指”项目、日本

“银发人才中心”、德国政府的老年雇佣补贴、香港“长者就业辅导计划”、台湾“百宝义工团”、“长青充

电团”等各国（地区）低龄老人后职业化的政策、法律、教育、公益性组织、家庭等社会支持系统经验，对

我国低龄老人后职业发展的文化困境、政策困境、市场困境加以分析。选择代表性的社区、人群作为

研究个案，揭示政府、市场、教育部门、社区组织、家庭在社会支持的机制建设与功能架构中的作用，探

究协同共享机制建设的路径、模式、手段、监督机制。

3. 研究重点 第一、促进低龄老人后职业发展的路径研究。研究政府动员与政策工具配套程度，

市场开放与公平程度，社区组织与多样化程度，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社区教育可获得性及适切程度，

家务劳动和家庭对低龄老人自主选择的支持程度，低龄老人社会参与意愿强烈程度对后职业发展进

程的影响。

第二、社会资本对社会支持的影响研究。后职业发展因个人所拥有的社会资本不同而呈现不平

衡性。通过研究不同群体、差别化的个人退休前的社会资本、职业特点，分析社会资本的来源与低龄

老人后职业发展的关系，重视社会资本在社会支持体系中的作用，促进社会资本参与社会支持体系的

建构。

第三、后职业发展与老年教育之间的关系研究。研究如何促进老年教育从老年大学、娱乐享受内

容为主的单一模式向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包括职业需要的多元内容和多种方式转

变，以促进低龄老人后职业发展的意识和能力，进而延展到对涉老公共服务的研究，协助老年人了解

资源的获取途径及如何在特殊困境下获得社会救济。

4. 研究难点 一是，低龄老人后职业发展的政策性“增权”研究。在各种社会支持中，政策支持是

最有力的。但政策支持涉及多种利益、多重关系的博弈。政策的公平公正研究是难点。研究如何通

过各种涉老政策及配套措施推动老年人力资源开发，发挥具有“增权”功能的制度体系、政策策略以及

实施细则来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使其充分发挥自身价值，并享受相应的福利保障待遇。二是，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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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后职业发展社会支持体系的构建。在各种社会支持要素的复杂关系中，建立一个管理有序、互动开

放的支持体系，需要各种力量之间保持适当的弹性和张力。江苏地区，有元林慈善基金会等民间资本

投资老年职业教育的创新模式，以此为例，研究政府、市场、社区、个人共同参与的社会支持体系构建

模式。

三、研究目标与意义

第一、厘清低龄老人后职业发展意愿和现实需求状况。近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一系列积极老龄化政策，唤起

了社会对老年人力资源需求的关注。但是，目前缺少需求数量、质量、结构，回归职业的政策、工具、路

径的实证研究。对后职业发展社会支持缺少合法、合理性论证。

第二、探寻社会支持系统缺失的现实成因。从经验事实来看，社会显性和隐性排斥阻滞了低龄老

年人后职业发展，而其背后政策支持的缺失，市场的趋利避害，社会资本的权力分配，教育对个人潜能

开发不足，都需要足够的依据支撑。通过文献梳理，问卷访谈，个案研究，找出问题的症结。

第三、将理论成果转化为实践运用并加以推广。本研究所关注的低龄老人群体，生理年龄的弱势

和心理成熟的优势、知识经验优势、社会资本优势、人才成本优势叠加在一起，呈现出复杂性和丰富

性。从传统的社会支持理论范式偏向“社会心理健康”领域到对更广泛地关注弱势群体，再扩展到本

研究关注的人群，希望能有一定的理论成果。同时，对个案的研究，反应出低龄老人不同群体、不同需

求、不同支持主体、不同地区实践中的支持模式多样性，这些实践中生成的智慧可以在更大范围得以

推广。

重视低龄老人的价值，增加其劳动参与和社会参与机会，是响应国家战略要求，主动积极应对老

龄化社会的重要举措。在“国家政策-市场-教育组织-社区-家庭-个人”间的多重复杂关系中，探寻

低龄老人后职业发展与各种社会支持互动的理想模型。这种学术思想层面的探讨，有助于理论的建

构。同时综合社会学、政治学、教育学方法，变经验研究为实证研究，变描述研究为相关研究，从更复

杂丰富的层面真实呈现现实、分析关系，使科学主义的理性视角与人文主义的解释方法有机结合。后

职业发展及其社会支持理论研究对老龄科学学科发展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老年社会参与问题是老

龄科学的重要内容，它涉及人类个体老龄化、群体老龄化，既体现了老龄问题的人道主义方面，也体现

了其后职业功能方面。通过对后职业发展内涵、作用及其支持系统的研究，既能丰富老龄科学的内

容，又能使老龄人力资源理论得到有效补充，推动老龄社会人力资源开发和利用。

中国人口老龄化和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背景下，传统的社会支持理论范式偏向“社会心理健康”

领域，通过研究，关注更广泛的弱势群体，并扩展到低龄老人，通过政策杠杆、教育扶助、市场供给多

重路径来达到促进后职业发展，并从“增权赋能”视角构建后职业发展的协同共享支持机制。聚焦低

龄老人作为人力资源储备的巨大潜能，将低龄老年人口社会压力转化为低龄老年人力资源经济动力，

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聚焦政府（制度）、市场（劳动力就业）、社区（退休后归属）、教育（发展性生

涯指导）、家庭（自主性支持）五个维度，着力构建多元互动的社会支持系统，促进低龄老人更顺利地参

与各种社会劳动和社会活动，实现其社会价值和自身价值。这需要学界更多同仁参与、关注、研究并

形成成果以支持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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