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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群体劳动参与及影响因素分析
!

###基于湖北省的抽样调查数据

殷
!

俊
!

杨政怡

摘
!

要!数据显示$

&0

岁及以上的老年群体劳动参与率为
102

%性别&主要生活来源&是

否有养老保险和老年优待等$对老年群体劳动参与有显著影响$老年群体从事有收入劳动

主要是迫于生计%基于此$在实现社会养老保险全覆盖的前提下$延长退休年龄可以保证

老年人收入提高的可持续性$让因生活所迫参与劳动的老年人退休时退出劳动领域$实现

老有所养%拓宽机关事业单位员工的返聘途径$鼓励机关事业单位员工退休后继续发挥

自我价值$这样有利于形成合理的老年人力资源开发体系$实现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由生存

型向发展型转变$实现老有所用%

关键词!劳动参与'退休年龄'老年人力资源

/!

世纪以来$人口老龄化问题成为全球关注的重大问题$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

国家$我国在经济欠发达的情况下进入了老龄社会%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我

国
&0

岁以上的人口占人口总数的
%#%32

!

$据预测$至
/"0!

年$我国老年人口将达到

$413

亿峰值$占当时总人口的
!!2

"

%为应对人口老龄化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压力$

延长退休年龄成为政府亟待论证解决的问题$也关系到每一个劳动者的利益%十八届三

中全会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全国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要建立更加

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并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表明延长退休年龄已

成为必然趋势%根据发达国家延迟退休年龄的改革经验和我国的具体状况$我国延迟退

休年龄的方案拟于
/"1"

年实现男女职工和居民
&0

岁领取养老金的目标%在尚未实施延

迟退休年龄改革的今天$

&0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均已达到退休年龄$然而他们真的退出劳

动领域了吗* 如果没有$他们缘何会重返劳动领域* 又是哪些群体重返劳动领域了* 本

文通过对这一特殊群体退休后参与劳动的状况进行调研$尝试回答以下三个问题!第一$

老年群体退休后的劳动参与状况如何* 第二$老年群体劳动参与主要受哪些因素的影响*

第三$如何更好地保障老年群体的基本生活和开发其人力资源*

一&老年群体劳动参与相关研究文献回顾与评述

老年群体劳动参与具有很大的学科交叉性$根据不同学科的研究方式和关注点$可以

从人口研究&社会保障研究和人力资源研究三条路径来归纳学术界对老年群体劳动参与

研究的成果%

!

"

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

/"!"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

该预测来源于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发布的(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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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学研究主要关注宏观人口结构变化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
+蔡窻$

!55&

!

!6!"

,

$人口老龄化

是不可避免的发展大趋势$关注人口老龄化给社会经济带来的影响也是人口学者的重要研究任务%人

口老龄化预示着我国人均寿命已有大幅提高$男性预期寿命从
/"!"

年的
&5#&1

岁增长到
/"!"

年的

3/#1%

岁$女性的预期寿命则从
31#11

岁提高到
33#13

岁!

%目前我国退休年龄政策还是
/"

世纪
0"

年

代制定的$男性
&"

周岁$女工人
0"

周岁$女干部
00

周岁%就目前预期寿命来说$这一退休年龄的规定

已明显偏低%有部分老年人达到退休年龄后并未退出劳动领域$而是选择继续工作$这部分老年人主要

集中在
&0

岁以下
+贾国平$

!55$

!

$560$

,

%有学者进一步探讨了影响老年人再就业的因素$主要有老年人的

受教育程度&子女数&有无配偶及退休金收入
+萧振禹$

!55&

!

1%6$1

'张翼$

!555

!

$560$

,

%社会保障研究主要是

从养老保险制度的可持续性出发$主张延迟退休年龄$延长老年人在工作领域的时间$以增加社会养老

保险的收入$减少养老金支出
+史柏年$

/"""

!

3/63&

,

%也有学者运用量化分析方法$结合人口经济学和福利

经济学理论$提出老年社会负担系数概念$并指出建立应对人口老龄化高峰的适度健康社会保障制度$

其中鼓励老年人参与劳动&延长退休年龄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穆怀中$

/""!

!

!56/1

,

%人力资源研究路径更

直接地关注劳动力市场$认为目前我国老年人口劳动参与率偏低$需要开发老年人力资源$特别是低龄

老年人口
+王树新&杨彦$

/""0

!

&16&5

,

%学者们深入分析了我国老年人力资源开发存在的困境$从文化
7

结

构角度认为-歧视
7

尊重.的老年文化&老年政策滞后与全球化劳动市场的排斥是影响老年人力资源开

发的重要原因
+张戌凡$

/"!!

!

106$!

,

$进而提出促进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的对策$主张发挥政府导向作用$增

强市场主导功能和提高老年人素质$以利于促进老年人力资源的开发
+殷俊$

/"!0

!

$%601

,

%

以上三条研究路径归纳了学术界对我国老年劳动参与研究的基本状况$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有以

下特点!第一$宏观性研究居多$中微观研究较少%现有的研究主要是从国家&政府的视角出发$将提高

老年劳动参与作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措施之一$缺乏劳动者视角的研究%劳动者为何要在退休后甚至

高龄后继续选择参与劳动的原因并没有得到回答%第二$政策研究居多$实证研究较少%现有的研究主

要是根据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存在的劳动力减少&养老金压力等问题提出解决方案$缺少对某一个地区的

实证调查研究%本文将社会保障政策与劳动力年龄结构变动联系起来考虑$从微观主体老年劳动者入

手$通过调整社会保障政策来改变劳动力年龄结构%

二&理论假设

本文根据以往的研究和作者自身对老年群体劳动参与问题的理解$建立以下几个理论假设$并在此

基础上设计本文的研究框架%

+一,老年群体劳动参与受个体特征与条件的影响

老年群体是劳动力市场的特殊群体$他们自身的特征与条件会影响他们的劳动参与$主要体现在四

个方面!性别&受教育程度&经济需求与身体健康状况%由于男&女退休年龄的差异
+王海东&李珍$

/"!1

!

&6!1

,

和女性自身的特点$女性老年人通常从事家务劳动$担任照顾子女与配偶的角色$她们的劳动参与

低于男性老年人%根据人力资本理论$受教育程度越高的老人越倾向于退休后继续参与劳动$以实现自

身价值%经济需求也会影响老年群体退休后工作与否的选择$如果老年人的收入不能满足自身及家庭

的需要$那么他们更可能继续参与劳动$主要生活来源单一&个人收入低的老人更倾向于劳动参与%老

年人的身体健康状况是他们参与劳动的体力保障$倘若老年人身体状况很差$那么即便他有经济需求也

不可能参与劳动$因而身体健康状况越好的老年人越可能参与劳动$由此提出假设
!

%

假设
%

!老年群体劳动参与受个体特征与条件的影响%具体来说$男性老年人更倾向于参与有收入

的劳动'受教育程度高的老年人更倾向于参与有收入的劳动'有经济需求+主要生活来源单一&个人收入

低,的老年人更倾向于参与有收入的劳动'身体健康状况较好的老年人更倾向于从事有收入的劳动%

/

&

/

!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详细汇总资料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发布的(中国财政政策报告
/"!"

"

/"!!

)相关数

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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俊 等!老年群体劳动参与及影响因素分析

+二,老年群体劳动参与受单位属性的影响

我国养老保险双轨制造成机关事业单位退休的老年群体和企业单位退休的老年群体的待遇相差很

大
+童素娟&米红&颜韬$

/"!0

!

!!6/!

,

%

/"!!

年社保专家根据国家审计署公布的社保审计报告数据计算出企

业养老金替代率仅为
$/#52

$低于国际警戒线
0"2

$也低于职工养老保险设计时预期平均替代率

0%402

%与企业养老金替代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机关事业单位退休金替代率连年保持在
!""2

左右%

不同类型单位的老年群体退休后收入差距大$收入低的老年群体更倾向于参与劳动$进而获得生活资

源%单位所有制性质也会影响老年群体的劳动参与$国有控股企业特别是中央控股企业退休人员收入

相比其他企业更加稳定$其退休的老年群体更不倾向于参与劳动$由此提出假设
/

%

假设
#

!老年群体劳动参与受单位属性影响%具体而言$企业退休的老年人与机关事业单位老年人

相比更倾向于参与有收入的劳动'其他性质企业+外资&私营,退休的老年人与国有控股企业退休的老年

人相比更倾向于参与有收入的劳动%

+三,老年群体劳动参与受国家养老政策影响

按照目前我国退休政策的规定$女性
0"

岁或者
00

岁后可以享受养老金待遇$男性
&"

岁以后可以

享受养老金待遇%目前的养老保险实现了制度上的全覆盖$形成了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城镇职工养

老保险&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和新农保四位一体的养老保险体系%然而$由于各个地区政策落实程度不

同$仍然有部分老人尚未享受养老保险%是否享受养老保险直接影响老年群体的劳动参与$没有养老保

险的老年人没有生活来源$更倾向于参与劳动%养老保险类型不同$老年群体劳动参与的积极性也会不

同$机关事业单位养老和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待遇高于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和新农保$待遇越高的老年群体

越不倾向于劳动参与%老年福利是老年保障的更高层次$国家针对老年群体的一些优待政策进一步改

善了老年人的文化体育生活$如
&0

岁以上老年免费进入观光旅游景点$免费进入公园&动物园等%享受

老年优待政策的老年群体倾向于花费更多时间休闲娱乐$从而减少了参与劳动的时间$由此提出假设
1

%

假设
0

!老年群体劳动参与受国家养老政策影响%具体而言$不享受养老保险的老年人&养老保险

待遇低的老年人和不享受老年优待的老年人更倾向于参与有收入的劳动%

图
%

!

理论模型

三&数据&变量与方法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特征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
/"!"

年全国妇联和国家统计局联合组织实施的第三期中国妇女社

会地位调查中的湖北省问卷%该调查采用的是按地区发展水平分层的三阶段不等概率+

889

,抽样$本

研究采用的是该调查关于
&0

岁及以上老年人群体的专卷调查数据%共有有效问卷
11"

份$其中男性样

本为
!5&

$占
05#12

'女性样本为
!10

$占
$"#32

%从受教育程度来看$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占
$!#"2

$

小学文化水平的占
10#&2

$初中文化水平的占
!0#02

$高中及以上的占
3#52

%从婚姻状况来看$有配

偶的占
&0#/2

$无配偶的占
1$#%2

%从收入状况来看$

/""5

年个人平均收入为
&&!3#"0

元$其中有

05412

的样本最主要生活来源为退休金和自己劳动所得%从身体健康状况来看$身体较好的占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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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一般的占
13#$2

$身体状况较差和很差的占
/3#%2

%从单位类型来看$机关事业单位的样

本占
/34$2

$企业样本占
3/#&2

%从单位所有制性质来看$国有的占
%"#32

%从国家养老政策来看$

享受养老保险的样本占
15#/2

$养老保险的类型主要是城镇职工养老保险+

03#&2

,$享受老年优待的

样本占
/1#02

%

+二,变量描述

本研究的因变量是测量老年群体的劳动参与$即是否从事了有收入的工作或劳动%由于本研究的

对象是
&0

岁以上的老年人$按照国家退休政策$他们均已退出劳动领域%本研究的劳动参与强调两点!

一是有经济收入的$因为在自己家从事家务劳动$照顾子女或配偶也付出了劳动$但基本没有经济收入$

这一类劳动在本研究中不属于劳动参与%二是劳动参与不同于就业$就业有每周基本工作时间的要求$

而劳动参与更强调是有经济收入的劳动$可能并没有达到就业的强度$如此界定更符合现实中老年人劳

动参与的状况%本研究的因变量是一个二分变量%

为了探讨影响老年群体劳动参与的因素$根据理论设计$本研究设置了以下三类自变量!一是个体

特征与条件$包括性别&受教育程度&生活主要来源&个人收入&身体健康状况%二是单位属性$包括单位

所属类型和单位所有制性质%三是国家养老政策$包括是否享有社会养老保险&享有社会养老保险的类

型和是否享有老年优待%

+三,研究方法

在具体方法上$本研究首先通过交叉表及其卡方检验$初步分析影响老年群体劳动参与的因素$然

后采用二项
:;

<

+.=+(

回归分析考察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各个变量的影响作用%

二项
:;

<

+.=+(

回归基本方程为!

!"

0

#

"+

!

$

#

,1

%

&

"

'

#

&

(

)

*

(

其中$因变量是是否从事有收入的劳动+否
>"

$是
>!

,$公式中$

#

表示从事有收入的劳动的概率$

*

(

表

示影响老年群体从事有收入劳动的各因素$

&

"

和
&

(

是各自变量的回归系数%

四&主要分析结果

+一,老年群体劳动参与的描述性分析

调查数据+

/"!"

,显示$

102

的被访者+

&0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表示在继续从事有收入的劳动%研究指

出$

&"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继续从事有收入劳动的占同龄老人的
/5#02

+原新$

/"""

!

1&615

&

00

,

%这表明$从

/"""

年到
/"!"

年$我国老年人劳动参与率有所提高%但与发达国家老年人劳动参与率相比$我国老年人

劳动参与率仍然偏低%据日本&韩国&德国&美国调查显示$

&"

#

&$

岁老年人继续参与劳动占该年龄组的

%!#02

$

&0

#

&5

岁为
&0#/2

$

3"

#

3$

岁为
$0#"2

$

30

#

35

岁为
/5#12

$

%"

#

%$

岁为
!3#52

$

%0

岁及以

上为
!"#!2

%根据我国目前的退休政策$

&0

岁以上的老年人已退休
0

#

!"

年$这一部分老年人仍然在

从事有收入的工作$他们具有怎样的特征* 下面我们来分析影响老年群体劳动参与的因素%

+二,老年群体劳动参与影响因素的交叉表分析

!#

个体特征与条件

表
!

是根据性别划分的老年群体劳动参与分布$从中可以看出女性老年群体的劳动参与率远低于

男性老年群体$仅约为男性老年群体劳动参与率的
!

"

/

%主要是由于女性老年群体承担了更多的家务

劳动$扮演着照顾子女与配偶的角色$与男性相比社会参与机会较少%另外$老年群体思想观点相对传

统$多数老人-男主外&女主内.的观点也会影响其劳动参与%

由表
/

可见$老年群体劳动参与与其受教育程度显著相关%按照人力资本理论$受教育程度越高的

老年人理应劳动参与率更高%然而$数据显示正好相反$小学文化程度的老年人劳动参与率最高$为

$&#/2

'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老年人劳动参与其次$劳动参与率最低的为高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老年

人%可能的解释是$从目前的现实情况来看$受教育程度高的老年人退休收入更高$他们在工作和闲暇

间更倾向于选择闲暇%然而受教育程度低的老年人由于退休收入低$更需要继续工作以维持生活所需%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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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生活主要来源来看$绝大多数主要生活来源为自己劳动或工作所得的老人会选择参与劳动$而主

要生活来源为自己退休金的老人仅有
!"#$2

会选择参与劳动+见表
1

,%这表明退休金是老人是否选择

从事有偿劳动的一个重要因素$也进一步验证了
&0

岁以上老人从事有收入的工作主要是为生活所迫%

显然$老年群体选择劳动参与与主要生活来源显著相关%

表
%

!

按性别划分老年群体劳动参与

性别
老年群体劳动参与+

2

,

是 否
男性

$1#$2 0&#&2

女性
/1#"2 33#"2

显著性检验
+

/

>!$,&/! ->","""

!!

表
#

!

按受教育程度划分老年群体劳动参与

受教育程度
老年群体劳动参与+

2

,

是 否
不识字或识字很少

1/#&2 &3#$2

小学
$&#/2 01#%2

初中
/3#02 3/#02

高中及以上
!!#02 %%#02

显著性检验
+

/

>!%,$0! ->","!"

!!

另外$个人收入与老年群体的劳动参与显著相关+

?

>"#"""

,%这说明老年群体从事有收入的劳动

主要是为增加收入$满足生活所需$与上文生活主要来源因素的原因相当%收入越低的老年人更会选择

&0

岁以后仍然从事有收入的劳动%老年群体的劳动参与与身体健康状况并不显著相关+

?

>"#051

,%

/#

单位属性

表
$

显示$单位类型与老年群体劳动参与显著相关$机关事业单位老年人比企业老年人更可能选择

有收入的劳动$不过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机关事业单位还是企业$老年群体劳动参与率都较低%结合

上述分析$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单位的老年人退休后都有退休金$这与主要生活来源为退休金的老人劳

动参与率也很低的结论是契合的%可能的解释是$没有退休金的老人就需要通过自己的劳动满足生活

所需%从单位所有制性质来看$单位所有制性质为私营或个体所有的老年人更倾向于选择劳动参与$而

单位所有制性质为国有+含国有控股,的老年人更不倾向于选择劳动参与%这与单位类型对老年群体劳动

参与影响相似$单位的稳定程度和给予的保障与老年群体劳动参与呈负相关%此外$我国机关事业单位&

大型国有企业的岗位竞争激烈$就业机会少也是导致这些单位退休老年群体劳动参与率低的重要原因%

表
0

!

按主要生活来源划分老年群体劳动参与

主要生活来源
老年群体劳动参与+

2

,

是 否
自己劳动或工作所得

51#12 &#32

自己的退休金
!"#$2 %5#&2

配偶收入
1"#%2 &5#/2

显著性检验
+

/

>!%!,0!1

->","""

注!省去了一些选项如政府资助&自己以前储蓄$仅将有代表性的

在表格中列出%

表
1

!

按单位类型划分老年群体劳动参与

单位类型
老年群体劳动参与+

2

,

是 否
机关事业单位

!&#"2 %$#"2

企业
3#&2 5/#$2

显著性检验
+

/

>!1,!&/ ->","!!

!!

1#

国家养老政策

表
&

显示$国家养老政策与老年群体的劳动参与率显著相关+

?

>"#"""

,$拥有养老保险的老年群体

更不倾向于选择劳动参与$而没有养老保险的老年群体的劳动参与率是拥有养老保险老年人的
/

倍多%

国家养老保险为退出劳动领域的老年人提供生活保障的同时会影响老年人的劳动参与率$不拥有国家

养老保险的老年人得不到国家养老保险安全网的庇护$更需要从事有收入的劳动以维持基本生活%

表
&

!

按单位所有制性质划分老年群体劳动参与

主要生活来源
老年群体劳动参与+

2

,

是 否
国有+含国有控股,

0#02 5$#02

集体所有
3#32 5/#12

私营!个体
!""#"2 "#"2

显著性检验
+

/

>/$,&!&

->","""

表
!

!

按是否拥有养老保险划分老年群体劳动参与

是否有养老保险
老年群体劳动参与+

2

,

是 否
有

!3#%2 %/#/2

没有
$&#"2 0$#"2

显著性检验
+

/

>/5,!0! ->","""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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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老年群体拥有社会养老保险的类型来看$基本上遵循了养老保险待遇越高$老年群体越不会从事

有收入的工作%相对而言$机关事业单位退休待遇和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待遇较高$能满足基本生活$老

年群体从事有收入劳动的比例较低$在
!"#"2

左右%而拥有待遇最低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老人从事

有收入劳动的比例高达
$"#"2

+见表
3

,%

老年福利是老年社会保障的最高层次$它旨在满足老年人基本生活需要的基础上$丰富老年人生

活%老年优待是老年福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表
%

显示$是否享受老年优待与老年群体劳动参与显著

相关+

?

>"#"""

,%享受老年优待的老年人劳动参与率极低$仅为
/#32

+见表
%

,%老年优待主要包括乘

坐交通工具优惠政策$免费进入公园&动物园&旅游景点门票优惠政策等%老年优待政策扩大了老年人

的生活空间$让他们可以免费或者低价地享受福利$享受老年优待的老年人不再将生活空间仅局限在工

作&家务上$因而其劳动参与比不享受老年优待的老年人更低%

表
2

!

按养老保险类型划分老年群体劳动参与

养老保险类型
老年群体劳动参与+

2

,

是 否
机关事业单位退休待遇

!!#!2 %%#52

城镇职工养老保险
%#!2 5!#52

城镇居民养老保险
11#12 &&#32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2 &"#"2

显著性检验
+

/

>!3,&3/ ->",""!

表
"

!

按是否享受老年优待划分老年群体劳动参与

是否享受老年优待
老年群体劳动参与+

2

,

是 否
是

/#32 53#12

否
$$#"2 0&#"2

显著性检验
@

/

>$/#5$% 8>"#"""

!!

以上分析揭示出诸多因素与老年群体劳动参与的关系$但上述分析很难准确地描述这些变量间相

互影响的程度$这会使我们在进行多因素分析时得出-不真实.的结论%因而$下面运用
:;

<

+.=+(

回归分

析检验交叉表分析得出的结论%

+三,老年群体劳动参与的二项
3(

4

56758

回归分析

基于本文的假说和交叉表分析结果$将卡方检验中显著相关的以下因素放入二项
:;

<

+.=+(

回归方

程中$这些因素包括性别&受教育程度&主要生活来源&个人收入&单位类型&单位所有制性质&是否有养

老保险&养老保险类型和是否有老年优待%再应用
9899!3#"

软件对其结果进行估计$结果见表
5

+仅列

出了经回归检验显著相关的因素,%

表
9

!

影响老年群体劳动参与因素的二项
3(

4

56758

回归分析

变量
A BCDE 9+

<

FG

?

+

A

,

性别+女,

7"#%%% "#1"0 "#""$ "#!$/

主要生活来源
7"#3&1 "#!$$ "#""" "#$&&

是否有养老保险+有,

7!#"%5 "#$"3 "#""3 "#11&

是否享受老年优待+是,

71#133 "#31$ "#""" "#"1$

常数项
1#%50 "#315 "#""" $5#!$"

从表
5

的回归结果来看$性别&主要生活来源&是否有养老保险和是否有老年优待这
$

个因素在相

关性和显著性上得到了完全的证实$并且显著性小于
!2

%而身体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个人收入&单

位类型&单位所有制类型和养老保险类型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假设
!

和假设
1

得到了部分证

实$假设
/

没有得到证实%最终影响老年群体劳动参与的是老年人个体特征与条件和国家养老政策$而

单位属性对老年群体劳动参与没有直接影响%单位属性的影响没有得到证实$可能的解释是$我国机关

事业单位退休金较高$能保证老年人的基本生活$因而老年人没有从事有收入劳动的经济需求$单位属

性的影响是通过个体特征与条件中的主要生活来源影响老年群体劳动参与$而不是直接影响%

从性别变量的影响来看$与男性老年群体相比$女性老年群体更不可能从事有收入的劳动%在对其

他变量加以控制的情况下$女性老年群体劳动参与发生率仅为男性老年群体的
!$#/2

$从而证实了男

性老年群体更可能从事有收入的劳动的结论%从主要生活来源来看$主要生活来源为养老金的老年人

从事有收入劳动的可能性是主要生活来源为其他的老年人的
$&#&2

%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是否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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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养老保险对老年群体的劳动参与显著相关$其中拥有养老保险的老年群体从事有收入的劳动的发

生比是不拥有养老保险的老年群体的
11#&2

%而享受老年优待的老年群体的劳动参与的发生比是不

享受老年优待老年群体的
1#$2

%

从通过显著性检验的选项中我们可以推测$老年群体的基本生活需要是影响其是否从事有收入劳

动的最重要的考虑因素%从目前现状来看$从事有收入劳动的老年人的主要特征是男性&缺乏基本社会

养老保险待遇$其生活主要来源为自己劳动所得而不是退休金$同时也没有享受老年优待%这说明从事

有收入劳动的老年人主要是为生活所迫$退休后继续从事有收入的劳动或许不是他们可以选择的$而是

迫不得已%针对这一部分老年人$可适当地延长退休年龄$保证老年人收入增长的可持续性%由于我国

养老金与工作年限挂钩$延长退休年龄+目标为
&0

岁,不仅能有效提高
&0

岁以下老年人群体退休前的

工资收入$而且也有利于提高
&0

岁以上老年群体退休后的待遇$缩小退休前后收入的差距$保证老年群

体退休前后的基本生活水平不出现较大波动%因此$目前大部分被迫参与劳动的
&0

岁以下的老年人在

达到+已延迟到
&0

岁,退休年龄后就可以退出劳动领域安享晚年%

与此同时$虽然单位属性因素在
:;

<

+.=+(

回归模型中没有得到证实$但是从描述性分析中我们得

知$机关事业单位&大型国企退休员工劳动参与率较低%我国养老保险双轨制下$机关事业单位员工退

休金绝对值较高$替代率也较高$能够保证他们的基本生活$因而退休后继续从事有收入劳动的动力较

小%另一方面$机关事业单位&大型国企返聘渠道狭窄$阻碍了他们退休后重返劳动领域%然而$与普通

私有企业员工相比$机关事业单位&大型国企退休人员受教育年限更长$管理经验更丰富$他们的自我价

值可以进一步发挥%因而$应当拓宽机关事业单位退休职工的返聘渠道$让机关事业单位&大型国企的

优秀退休员工重返劳动领域%

五&总结与展望

通过实证调查与分析我们发现$

&0

岁及以上的老年群体从事有收入劳动的比例为
102

$通过二项

:;

<

+.=+(

回归分析发现$老年群体劳动参与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为性别&主要生活来源&是否享受养老保

险和养老优待$即主要影响因素是个体特征与条件和国家养老政策$而不是单位属性%从老年群体的现

实境遇出发$他们退休后重返劳动领域多为生活所迫%从劳动力市场的供需角度看$

&0

岁及以上老年

人重返劳动领域体现了老年人力资源可开发可利用$说明有客观供给'伴随少子老龄化浪潮的到来$我

国劳动力市场将会面临劳动力短缺$老年群体的劳动参与正好可以弥补劳动力供给的不足$说明有现实

需求%因此$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延长退休年龄是遵循人口结构转变规律的$也是必然趋势%然而$提

及老年人力资源开发$世界上发达国家开发老年人力资源均是在劳动力短缺和社会保障体系健全的双

重背景下进行的$旨在充分发挥老年群体的余热$属于发展型的人力资源开发%而在我国人力资源开发

具有特殊性$我国在尚未富裕和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完善的情况下迎来了人口老龄化$从事劳动的老年人

多为生活所迫$而非有在劳动力市场上有竞争能力的老年群体$即我国目前人力资源的开发属于生存

型$有待向发展型转变%

针对重返劳动领域的老年群体的分析$我们应分别对因生活所迫重返劳动领域的老年群体和劳动

参与率较低的机关事业单位&大型国企老年群体实施不同的措施保障老年人基本生活和开发其人力资

源$优化劳动力市场结构%受生活所迫从事有收入劳动的老年人$一旦他们退出劳动力市场$收入就会

大幅度下降$老年人参与劳动获得的这部分收入并不稳定%按照目前的退休年龄$老年人退休后收入比

退休前降低很多$而且我国养老金的替代率也呈下降趋势$因此部分老年人退休后会陷入相对贫困状

态%延长退休年龄能够保证老年人收入提高的可持续性$从而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延长退休年龄会

让
&"

#

&$

岁老年劳动力大幅增加$但同时也会带来
&0

岁及以上老年劳动力的减少$让受生活所迫的老

年人
&0

岁退休后收入能满足基本生活需要$可以安享晚年$实现劳动力市场结构的优化$即尽可能降低

生存型人力资源开发的比例%然而$针对机关事业单位&大型国企退休员工劳动参与率低的情况$要拓

宽他们的劳动参与途径$他们受教育年限相对长$工作年限相对较短$管理经验丰富$拓宽他们的劳动参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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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途径有利于充分开发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的人力资源$鼓励发展型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由此可见$

延长退休年龄$让因生活所迫的老年人
&0

岁后退出劳动领域'拓宽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的劳动参与

途径$鼓励他们退休后重返劳动领域$是我国最终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用的必由之路$也是我国老年人

力资源开发由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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