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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随着人口红利的消褪袁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的关键阶段袁如何有效开发老年
人力资源已成为学术界与实践界所关注的热点与焦点遥 但是袁就中国的老年人力资源开发
而言袁地区之间尧城乡之间仍旧存在严重的非平衡性袁特别是西部地区诸多老龄人口大省袁
却未完全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遥 究其原因袁老年人自身能力与再就业意愿的不匹配是其关
键阻碍因素袁西部地区独特的文化传统与生活习惯袁往往导致自身能力高的老年人其再就
业意愿却不强袁从而大大降低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的效率与效果遥 可以说袁老年人力资源开发
是一个涉及微观个体层面与宏观区域层面的系统工作袁且宏观层面因素往往会通过影响微
观层面因素而左右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的效率袁尤其是老年人的个体能力与再就业意愿遥 对
此袁从社会认知理论出发袁构建融合个人能力尧再就业意愿以及个体特征的老年人力资源开
发理论模型袁并以西部地区 S省 C市的老年人调查数据为依据袁探讨老年人个人能力与再
就业意愿之间的相互关系袁以及其他权变因素的作用机制遥 研究发现院教育程度对老年人再
就业意愿具有正向效应袁即教育程度越高的老年人袁其再就业意愿就更加强烈曰经济收入对
教育程度与再就业意愿关系起负向调节作用袁 经济收入越低而教育程度越高的老年人袁其
再就业意愿会更加强烈曰 虽然性别对教育程度与再就业意愿关系的调节作用并未得到检
验袁但是其揭示了文化因素在老年人力资源开发中的作用不容忽视遥 据此研究结论袁对 C市
的老年人力资源开发工作而言袁一方面要围绕野提高老年人再就业意愿冶与野提升老年人个体
能力冶两个核心袁展开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的战略规划工作曰另一方面要协调企业尧社区等整个
社会的力量袁系统性地开展老年人力资源开发工作遥 最后袁提出 C市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的发
展战略及实施措施袁可将其老年人力资源开发可分为老年人力资源开发战略准备阶段尧老
年人力资源开发发展阶段与老年人力资源开发成熟阶段袁而且逐步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
转变袁并最终形成系统化的老年人力资源开发体系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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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引 言

中国人口老龄化形势已非常严峻袁且经济新常态下人口红利优势逐渐消褪 [1]袁那么袁如何
更充分地发挥老年人口的作用袁如何将巨大的老年人口优势转化为老年人力资源优势钥 已成
为整个社会所关注的焦点与热点问题遥 尤其是在一项关于中国不同地区的老年人力资源数量
与质量的调查研究中袁明确指出西部地区存在着老年人力资源开发不足的严重问题[2]遥 此外袁
诸如一些西部地区省份存在着明显的文化传统与生活特色袁其强调野安逸冶野休闲冶等生活方式遥
然而袁极易被忽视的现象是袁独特文化情境下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的差异袁尤其独特文化对老年
人再就业意愿的影响遥这种文化情境下的老年人再就业意愿更强还是更弱钥进一步地讲袁影响
老年人再就业意愿的影响因素以及内在机制是什么钥 这是值得思考与研究的问题遥

人力资源开发研究的理论视角纷繁复杂袁诸如组织学习理论尧绩效理论尧人力资本理论等
等袁人力资源开发的研究也呈现了微观个体层面与组织层面乃至国家层面的融合之势袁但上
述理论视角在系统性解释人力资源开发的影响因素及内在机制方面仍显不足遥 单就老年人力
资源开发的研究来讲袁鉴于老年人力资源开发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性袁特别是后脱贫时代农村
老年人力资源的开发袁 诸多学者更倾向于从宏观视角出发探讨老年人力资源的开发问题袁如
老年人力资源开发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3-4]袁特定区域或产业层面的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研
究 [5-6]等等遥 虽然学者们也认识到老年人个体及家庭特征是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的关键影响因
素 [7-8]袁但就分析老年人个体能力与再就业意愿关系而言袁鲜有涉及袁更别提考虑其他权变因素
渊情境因素冤来探讨老年人能力与再就业意愿内在机制的研究遥 社会认知理论强调自我效能尧
结果预期与个人目标[9-10]袁能够很好地解释老年人个体能力与再就业意愿的关系袁且该理论统
筹考虑心理尧组织尧社会以及经济等因素袁能够动态揭示影响老年人个体职业意愿与选择的微
观因素与宏观因素[11]遥

鉴于上述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的现象与理论缺失袁本研究尝试从社会认知理论出发袁构建
微观层面老年人再就业意愿的理论框架袁并有效控制影响老年人再就业意愿的宏观层面因素
渊通过选取特定区域的研究对象来控制冤袁如区域经济发展状况尧文化因素等遥 基于此袁选取 S
省 C市老年人作为研究对象袁通过对 198名老年人的调查数据进行统计与分析袁以探究影响
其再就业意愿的因素及其作用机制遥

二尧文献回顾与假设提出

渊一冤文献回顾
1. 人力资源开发的理论基础
人力资源开发是一个横贯个体尧组织等微观层面到区域尧国家等宏观层面的系统性工作遥

也正因如此袁人力资源开发的理论基础也纷繁复杂袁既有重视个体与组织双层面学习的组织
学习理论袁也有企业战略层面的企业行为理论袁更有强调国家层面教育投资等的人力资本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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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遥 既有学者将人力资源开发的理论基础归纳为学习理论尧知识管理理论尧系统理论尧绩效理论
以及人力资本理论等袁且认识到人力资源开发需要多学科的融合与发展[12-13]遥 虽然多元化的理
论视角为人力资源开发工作提供了更加全面与系统的思考袁 但是人力资源开发理论基础的多
样化也间接揭示了诸多流派观点的纷争袁这也根植于对人力资源开发目的存在争议遥 第一个流
派将人力资源开发的目的归为组织绩效的提升袁 以组织绩效是否提升作为衡量人力资源开发
的标准[14]曰另一个流派则将人力资源开发的目的归为个人的学习袁通过个体学习提高自身的技
能与素质等[15]遥更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将两个学派的观点相融合遥 人力资源开发是具有个人学习
与组织绩效提高双重目标的过程[16-17]袁且个人学习与组织绩效的提高之间互相促进袁人力资源
开发通过个体学习实现个体技能等提高袁进而促进组织绩效提升曰反之袁个体学习嵌入到组织
之中袁只有当组织绩效不断提升的前提下袁组织进行人力资源开发投资的意愿才会更加强烈遥

虽然个体学习目标与组织绩效目标的一致性是人力资源开发工作的关键袁但是组织面临
更加动态和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袁这使得人力资源开发更需要兼顾组织内外部各个层面的因
素袁实现动态的匹配袁也需要一个更加系统与全面的研究框架或理论视角来指导人力资源开
发遥 社会认知理论袁抑或称作社会认知职业理论袁能够更好地将心理尧组织尧社会以及经济等因
素统筹考虑袁动态揭示个体的职业意愿与选择袁并作用于组织绩效[11]袁这无疑更有利于解释人
力资源开发中的诸多现象与问题遥 社会认知理论强调自我效能尧结果预期与个人目标三个核
心概念袁以及三者之间的相互影响[9-10]袁有学者将三个核心概念简单形象地描述成三个简短句袁
自我效能是野我能干得了吗冶袁结果预期是野如果我这么做袁会发生什么事冶袁个人目标是野我有多
想这么做冶[11]袁也就是所谓的能力尧信念与意愿遥 就人力资源开发而言袁社会认知理论的作用不
可置否曰但是袁仍然有学者尝试构建中国情境下的社会认知框架袁以完善或拓展社会认知理论袁
更加强调自我认知基础上的人际认知与群际认知袁将中国文化中的野差序格局冶予以体现袁对于
从个体层面到组织层面甚至到国家层面袁实现目标的协调与一致更具说服力[18]遥

基于上述人力资源开发的理论视角袁学者们对人力资源开发的研究进行了渐进式的细化袁
或从横向进行人力资源开发的解剖袁如人力资源开发手段的丰富与细化袁或从纵向进行人力
资源开发的阶段划分及实施重点袁 亦或是将横向与纵向结合进行人力资源开发的复杂式研
究遥 纵向时间上的人力资源开发更多的是依据职业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袁采取差异化的人力
资源开发策略 [19]曰但是袁职业生命周期并未过多强调退休之后的时间段袁这也是人力资源开发
研究成果所忽视之处袁源于现有的人力资源开发研究更多的是从组织视角或是组织层面进行
的探讨袁对于以退休方式离开组织的个体并不是该理论视角所关注的焦点遥 然而袁老年人力资
源开发却是人口红利消失背景下袁当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袁最应该重视的是人力资源问题遥 同
时袁老年人力资源开发也是从纵向时间上与组织层面的人力资源开发一脉相承的工作袁即院存
在关联却被忽视的重要社会问题遥

2. 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研究概述
目前袁国内关于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的研究得到重视袁但是老年人力资源的概念界定却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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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袁诸如张戌凡将老年人力资源界定为那些有劳动意愿且有劳动能力的老年人口[20]袁王莉和
王彦力[21]则认为老年人力资源是指社会和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老年人口中具有一定劳动能力且

年龄在 60岁及以上的部分遥 其共同点体现在三个方面院一是将年龄阶段界定在 60岁以上袁二
是有劳动能力和劳动意愿袁三是正在从事或有意愿从事社会经济活动的人[22]遥 基于此袁本研究
将老年人力资源界定为区域经济发展所需的具有相对劳动能力和劳动意愿的袁男性年龄在 60
岁及以上袁女性年龄在 5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遥除此之外袁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的研究集中于以下
三个方面院一是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的结果变量探讨袁这类研究相对较少袁常结合人口老龄化背
景进行讨论袁且集中于对区域经济发展层面的影响[3-4]遥 二是通过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的整体性描
述分析袁 揭示老年人力资源开发存在的问题袁 并针对性地提出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的途径与措
施袁这类研究往往以区域尧城市或者产业等作为分析单元遥 如陈磊等[2]通过对省级层面数据的聚

类分析袁指出了中国低龄老年人力资源水平的区域分布差异渊包括数量和质量的详细分析冤袁并
认为中西部地区人口资源向人力资源转化存在严重问题曰万芊[5]通过对上海市低龄老年人再就

业状况的调查分析袁提出了城市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的途径曰刘越等[6]则分析了产业转型背景下

制造业企业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的途径遥 三是对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袁既有描
述性分析袁也开始出现二元逻辑回归等实证分析遥殷俊和杨政怡[23]从城乡二元结构视角出发袁分
析了城镇老年群体劳动参与率低于农村老年群体劳动参与率的原因曰与之相似袁王兆萍和王典
[8]重点对城镇老年人退而不休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袁发现社会保障水平尧健康状况以及教育程度
是关键的影响因素曰殷俊和杨政怡基于湖北省的调查数据袁运用二项 Logistic回归分析袁得出了
性别尧生活来源以及社会保障等影响老年群体劳动参与度的影响因素[7]遥

综上所述袁近来年袁老年人力资源开发已成为人力资源开发领域乃至社会发展研究的热点
与前沿问题遥 虽然老年人力资源开发在西方发达国家的研究已相对成熟袁 也形成了老年人力
资源开发的制度与模式曰但是袁完全借鉴西方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的研究成果并不可取袁特别是
就中国农村的老年人力资源开发而言袁因此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理论构建的过程需要考虑中国
的独特情境[24]遥 再者袁中国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的研究集中于其影响因素的分析袁但对影响因素
缺乏一个系统的整体考虑遥 正如社会认知理论以及老年人力资源概念界定中所提及的能力与
意愿袁既有研究更多地从教育程度等能力因素分析袁从业意愿的分析则相对缺乏袁而能力尧意愿
以及其他因素交互作用的分析框架更是尚未出现遥

渊二冤假设提出
社会认知理论是 20世纪 70年代末美国心理学家班杜拉的教育理论袁在 90年代得到迅猛

发展遥社会认知理论包含三种观点院三元交互决定论尧观察学习尧自我效能遥社会认知理论中的
自我效能袁 可以很好地用于解释老年的认知问题遥 自我效能是指人们对自身能否利用所拥有
的技能去完成某项工作行为的自信程度遥 自我效能感指个体对自己能否在一定水平上完成某
一活动所具有的能力判断尧信念或主体自我把握与感受遥 它与一个人的个人能力水平相关袁但
并不代表个人真实的能力水平遥 自我效能感具有决定人们对行为任务的选择及对该任务的坚
4



持性和努力程度袁同时也影响人们在执行任务过程中的思维模式以及情感反映模式遥 自我效
能感的形成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袁而这些影响其发展的因素被称为自我效能信息遥 班杜拉认
为人们对于自己的才智和能力的自我效能信念主要是通过亲历的掌握性经验尧 替代性经验尧
言语说服尧生理和情绪状态这四种信息源提供的效能信息而建立的遥 因此袁老年人的能力尧意
愿以及信念是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的关键因素袁三者缺一不可袁而往往这三者之间存在交互作
用遥 通过理论的梳理以及农村与城镇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的差异可知袁已经实现再就业的老年
人袁其再就业的意愿是完全不同的袁其中农村老年人往往是被迫再就业袁其实袁也可以说农村
老年人就始终没退休袁而城镇老年人的再就业则多数是主动再就业袁这也是农村老年人社会
参与率高于城镇老年人社会参与率的原因所在[23]遥 进一步来看袁除了再就业的意愿差异外袁农
村老年人与城镇老年人的能力是存在差别的袁就体力劳动而言袁农村老年人比城镇老年人更
适合袁而就脑力劳动而言袁城镇老年人似乎比农村老年人的能力更高遥 但是袁就整个社会的发
展所需以及老年人的特殊性而言袁城镇老年人力资源开发将会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袁然而袁城
镇老年人的再就业意愿却并不乐观遥 因此袁如何开发城镇老年人的再就业意愿是当下最为棘
手的问题袁而再就业意愿的影响因素是需要首先探讨的问题遥 这当然对如何深入开发后脱贫
时代农村老年人力资源具有启发与借鉴作用遥

社会认知理论认为老年人个人能力与再就业意愿之间存在交互作用袁而实现能力与意愿
的匹配是高效开发老年人力资源的关键遥 老年人个人能力袁往往用教育程度来表示袁教育程度
越高的老年人袁其个人能力往往就越高遥 诸多学者也习惯性地将教育程度作为人力资源开发
的影响因素袁其多数认为教育程度高的老年人更有助于实现人力资源开发[25-26]遥 其一袁教育程
度越高的老年人袁价值观尧认知层次更高袁更能够体会到整个社会对自身职业发展所带来的帮
助袁也就有更高的意愿继续发挥自己的余热袁来回报社会以及实现自身价值曰其二袁教育程度
越高的老年人袁往往能够将自身的正能量传递给儿女袁并且教育程度越高的老年人袁其儿女的
教育程度往往也越高袁经济收入状况往往更高[27]袁这类老年人拥有更多的时间和自由袁且能力
更强曰其三袁这类老年人的儿女最关心的往往是其父母的精神生活袁而再就业无疑是丰富其精
神生活的重要途径袁儿女更加支持老年人的再就业曰其四袁从再就业的职业选择来讲袁教育程
度高的老年人被原单位返聘的可能性越高袁整个社会对脑力劳动的老年人需求度更高袁其很
少被歧视袁职业需求对老年人再就业意愿具有更多的驱动作用[8]遥 据此袁提出以下假设遥

假设 1院教育程度对老年人再就业意愿具有正向效应遥
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研究需要考虑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性别袁尤其是在传统文化浓厚的中

国袁根深蒂固的野重男轻女冶思想对人力资源开发产生了重要影响[28-29]遥 性别差异对教育程度与
再就业意愿关系具有重要影响袁关于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的研究中袁认为男性老年人比女性老
年人的再就业意愿更加强烈遥 同样袁本研究也认为教育程度相同的条件下袁男性老年人比女性
老年人的再就业意愿更加强烈遥 原因在于院其一袁性别差异所带来的个体特征差异袁对再就业
意愿的影响遥 相比于男性老年人袁女性老年人更注重家庭与子女袁尤其是退休之后袁女性老年

5



人会把更多精力放在照顾整个家庭之上渊特别是用于照顾孙辈冤袁再就业的意愿会大大降低[30]遥
其二袁性别歧视存在于人力资源管理的各个方面袁雇佣歧视尧薪酬歧视以及晋升歧视等等[31-32]袁
而几乎整个职业生涯都遭受歧视的退休女性老年人袁更深知再就业的难度袁以及不甘再受歧
视袁心理上就很难接受再就业遥 因此袁提出假设 2院

假设 2院性别对教育程度与再就业意愿关系起正向调节作用袁即院同等的教育程度下袁男性
老年人比女性老年人的再就业意愿更加强烈遥

正如农村老年人再就业意愿与城镇老年人再就业意愿的差异分析所言袁农村老年人再就
业现象非常普遍袁但是其再就业意愿并不是很强袁其可以称之为是一种被迫再就业袁这对后脱
贫时代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是不利的曰而城镇老年人再就业意愿却并不是很强烈袁能够实现再
就业的城镇老年人多数是自愿行为遥 这种局面出现的关键是城乡二元经济水平的差异袁从老
年人个体层面来讲袁老年人的经济收入会直接影响再就业的意愿遥 同样袁对教育程度与再就业
意愿的关系分析中袁也必须考虑到经济收入这一关键的权变因素袁正如前文所述袁城镇老年人
教育程度会影响其再就业意愿袁那么不同的经济收入状况下袁教育程度与再就业意愿关系又
会如何变化钥 对此袁本研究与农村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的研究结果相似袁认为经济收入水平越
低袁其再就业意愿就越强烈[8]袁即就城镇老年人再就业意愿而言袁教育程度同等水平下袁经济收
入越低的老年人袁其再就业意愿就越强烈遥 依据如下院一方面袁经济收入越高的老年人袁其对物
质需求的渴望就越低袁而对精神需求的渴望就越高袁这类老年人往往厌倦了野工作状态冶的生
活方式袁迫切需要自由与放松状态袁来缓解过去工作带来的压力等袁以满足自身的精神需求曰
反之袁经济收入低的老年人袁具有更强烈的再就业意愿袁来缓解来自物质生活方面的压力遥 另
一方面袁经济收入越高的老年人袁其子女对其再就业的反对也就越强烈袁这主要体现在两个不
同的情境下袁一是老年人的子女生活比较殷实袁不需要老年人再就业给予物质上的支持曰二是
子女更希望老年人有更多闲暇时间来陪伴子女渊孙子尧外孙冤袁老年人的再就业意愿就会降低遥
据此袁提出假设 3院

假设 3院经济收入对教育程度与再就业意愿关系起负向调节作用袁即院经济收入越高的老
年人袁其再就业意愿就愈不强烈遥

图 1 理论模型图

三尧研究设计

渊一冤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选取 S省 C市城镇老年人作为研究对象袁主要考虑以下两个原因院一是袁关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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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地区的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相关研究中袁揭示了西部地区老年人力资源野量优质差冶的问
题袁其丰富的老年人力资源存量并未有效地开发和利用 [2]袁而 S省作为西部建设的核心省份袁
更值得研究与调查曰二是袁作为西部内陆城市袁S省重要的工业城市袁C市的老龄化进程已严重
超前于其本身的经济发展袁野未富先老冶体现得淋漓尽致袁已有数据表明袁2010年 C市老年人口
总数就接近突破 40万袁占全市人口的 12.67%袁更有预测表示袁到 2030年袁C市老年人口将达
到 60万袁占到全市人口的 18%袁到 2050年将达到 100万袁约占全市人口的 25%袁那么袁C将步
入重度老龄化社会遥

本研究主要通过调查问卷的方式来收集与获取相关数据袁鉴于 C市老年人力资源开发基
本情况袁进而提出更切合实际的老年人力资源开发对策袁参考前人研究并通过专家咨询等方
式袁设计了野老年人力资源开发调查问卷冶渊因篇幅所限袁感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冤遥 如前所
述袁本次调查主要针对城镇老年人袁故问卷发放的对象也集中于城镇老年人群袁共发放调查问
卷 200份袁收回问卷 198份袁全部为有效问卷袁有效回收率为 99%遥 就性别而言袁113位男性老
年人袁85位女性老年人曰就教育程度而言袁104人为初中及以下学历袁72人为高中学历袁16人为
大专学历袁5人为本科学历袁1人为硕士及以上学历遥

渊二冤变量测量
通过理论推演与所提假设可知袁该研究主要涉及再就业意愿尧教育程度尧性别尧经济收入

四个变量袁其中再就业意愿为被解释变量袁教育程度为解释变量袁性别与经济收入为调节变
量袁这四个变量的数据获得都无一例外通过调查问卷获得遥 其中袁再就业意愿的测量通过虚拟
变量而得袁如果所调查对象具有就业意愿袁就选择野1冶袁无就业意愿就选择野0冶曰教育程度分为 5
个等级袁从低到高为初中及以下尧高中水平渊中专尧技校冤尧大专尧本科尧硕士及以上袁分别赋值
1要5曰性别的测量也是采取虚拟变量袁野1冶代表男性老年人袁野0冶代表女性老年人曰经济收入分为
4个等级袁从低到高分别为 1000元以下袁1000要3000元袁3000要5000元袁5000元以上袁分别赋
值 1要4遥 鉴于所涉及变量的类型袁研究选择二项 Logistic回归分析袁对假设进行检验遥

四尧数据分析

渊一冤描述性统计分析
通过对回收到的 198份有效问卷的简单分析袁得到了基本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袁主要体现在

老年人再就业意愿的整体情况尧不同年龄段老年人再就业意愿分布以及不愿意再就业的影响
因素的简单分析遥 首先袁调查问卷中的一个题项野如有机会袁您是否愿意在退休后接受一些企
业或机构的邀请而从事一些您能够胜任的工作钥 冶袁所得结果中袁仅有 33.84%渊67人冤表达出希
望再就业的意愿袁而 66.16%渊131人冤则不希望再继续工作袁这直接说明了 C市老年人再就业
的意愿非常低袁急需进一步开放其再就业的意愿遥 其次袁不同年龄段的老年人再就业意愿也存
在明显差异渊见下页图 2冤袁处于 50要60岁的老年人愿意再就业比重为 78.85%袁60要70岁的老
年人愿意再就业比重为 60.47%袁70要80岁的老年人愿意再就业比重为 18.75%袁 而 80岁及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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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老年人愿意再就业比重为 0%袁在调查对象中袁50要70岁的低龄老年人的再就业意愿仍较
强烈袁但多数因 C市未形成相应的老年就业体系而未找到合适的再就业岗位遥 此外袁本研究也
对老年人不愿意再就业的主要原因进行了统计袁调查问卷在再就业意愿题项的基础上袁进一
步提出野您不愿意再就业的主要原因冶渊此题为多选题袁限选 3项冤袁结果如图 3所示袁有 103人
次选择了野经济上不需要冶袁151人次选择了野安度晚年冶袁177人次选择了野做家务尧照顾家人没
有空余时间冶袁39人选择了野身体状况不允许冶袁99人选择了野子女不赞成冶袁25人选择了野技能
不足冶袁这也说明了经济收入以及家庭因素是影响老年人再就业意愿的关键因素袁也从侧面说
明了城镇老年人对自身的能力比较认可遥

图 2 不同年龄段老年人再就业意愿分布图

图 3 老年人不愿意再就业影响因素分布图

综上可知袁老年人再就业意愿的影响因素包括院个人能力尧经济收入尧个体特征渊年龄尧退休
年限冤以及家庭因素等袁其中家庭因素以及经济收入是关键的影响因素曰除此之外袁老年人不
选择再就业的原因主要集中于安度晚年以及照顾家人等方面遥 针对此袁本研究一方面构建了
个人能力尧再就业意愿以及个体特征尧经济收入的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的理论模型袁并将通过回
归分析进行检验曰另一方面袁除了对再就业意愿强的老年人进行人力资源开发外袁对于再就业
意愿不强的老年人袁针对不愿再就业的几个方面袁本研究也尝试构建老年人养老服务机制遥

渊二冤回归模型分析
鉴于作为被解释变量的老年人再就业意愿属于虚拟变量的测量袁本研究采取二项Logis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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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分析模型袁对所提假设进行了检验遥其中袁模型 1纳入了可能影响再就业意愿的控制变量袁
包括了性别尧年龄尧经济收入与退休年限袁这几个变量对再就业意愿的影响并未达到显著水
平袁经济收入对再就业意愿是正向影响袁与前人研究结果相同曰退休年限对再就业意愿具有负
向影响袁说明了退休时间越长的老年人袁其再就业意愿越不强烈曰但是袁性别对老年人再就业
意愿为负向影响袁与前人研究有所差别袁这可能是受到所选研究对象区域文化的影响袁相对其
他地区而言袁S省的野重男轻女冶思想并非特别浓厚袁且女性地位高曰年龄对再就业意愿的影响
为正袁或许是受到所选研究对象年龄区间的影响袁但并未达到显著水平遥 模型 2则纳入了教育
程度作为解释变量袁且教育程度对再就业意愿呈显著正向影响袁即院教育程度越高袁老年人再
就业意愿就越强袁假设 1得到支持遥 模型 3与模型 4分别纳入了调节变量袁对假设 2与假设 3
进行检验袁通过表 1的实证结果可知袁假设 2并未得到支持袁即院性别对教育程度与再就业意愿
关系的正向调节作用并未得到支持曰假设 3得到了支持袁经济收入对教育程度与再就业意愿
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遥

表 1 回归模型估计结果

注院*代表 p<0.1袁**代表 p<0.05袁***代表 p<0.01曰括号内数字为Wald检验值遥

五尧结论与讨论

渊一冤主要结论
从社会认知理论视角出发袁构建了融合能力尧意愿以及个体特征的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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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框架袁并基于 C市的调查数据进行了检验袁主要得到以下结论遥
1. 教育程度对老年人再就业意愿具有正向效应
教育程度是老年人尤其是城镇老年人个体能力的主要体现袁研究表明教育程度越高的城

镇老年人袁其再就业意愿就更加强烈袁给予我们的启示是袁老年人力资源开发过程中袁尤其是老
年人力资源配置中袁 并不存在所谓的能力强但再就业意愿差的严重问题遥 如何更有效地将个
人能力突出的老年人袁配置到社会所需的岗位是当下需要解决的问题遥

2. 经济收入负向调节教育程度与再就业意愿的关系
经济收入是影响教育程度与再就业意愿关系的权变因素袁经济收入越低的高教育程度的

老年人袁其再就业意愿就更加强烈遥这告诉我们院经济收入高低既是老年人再就业的原因之一袁
也是激励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的关键所在袁对于教育程度高的老年人袁给予再就业的高经济收
入的物质激励袁无疑是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途径遥

3. 年龄对教育程度与再就业意愿关系的调节效应并不显著
虽然这一研究假设并未通过检验袁但是其仍然给予老年人力资源开发一定的启发与思考遥

在中国野重男轻女冶思想传统影响下袁性别歧视成为人力资源开发的研究热点曰但是袁不同的地
区该传统思想并不一致遥 就以强调安逸舒适生活的 S省来讲袁 其男女社会地位与其他地区存
在明显区别袁这使我们必须思考文化因素对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的影响遥 特别是后脱贫时代农
村老年人的技术教育问题需要进一步加强袁对防止返贫具有重要的作用遥

渊二冤理论贡献
针对现有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研究存在的理论缺失院尚未形成一个涵盖宏观因素与微观因

素袁揭示老年人个人能力与再就业意愿的理论模型遥 基于社会认知理论袁采取选定特定区域的
方式控制了宏观因素的基础上袁构建了融合个人能力尧再就业意愿以及个体特征的老年人力
资源开发理论模型袁并通过相关调查数据进行检验袁得到了主要结论袁其主要的理论贡献在于院
一方面袁细化了人力资源开发的相关理论袁尤其是从社会认知视角出发袁将个人能力与再就业
意愿以及个体特征相结合袁既综合了以往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研究的成果袁又从微观个体层面
进行了细化曰另一方面袁将影响老年人再就业意愿的微观因素与宏观因素统筹考虑袁既有地区
文化差异因素袁也有城乡二元因素袁虽然对宏观因素的考虑尚显薄弱袁但其对于贯穿宏观与微
观两个层面的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研究的开拓作用不容忽视遥

渊三冤政策建议
通过上述研究的主要结论可知袁其一袁从微观个体层面来看袁老年人的个人能力与再就业

意愿是实施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的关键所在袁且老年人的个体特征渊经济收入尧性别等冤是影响个
人能力与再就业意愿的重要情境因素曰其二袁从宏观层面来看袁诸如经济收入等个体特征往往
受宏观因素的影响袁譬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袁其老年人的经济收入通常会更高袁且不
同地区的文化差异会造成性别等情境因素影响的差异袁如深受野男尊女卑冶传统文化影响的地
区袁性别差异对老年人力资源开发造成的影响会更大遥 由此可知袁老年人力资源开发是一个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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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微观个体层面与宏观区域层面的系统工作袁且宏观层面因素往往会通过影响微观层面因素
而左右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的效率袁尤其是老年人的个体能力与再就业意愿遥

因此袁对于 C市的老年人力资源开发而言袁一方面要围绕野提高老年人再就业意愿冶与野提
升老年人个体能力冶两个核心袁展开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的战略规划工作曰另一方面要协调企
业尧社区等整个社会的力量袁系统性地开展老年人力资源开发工作遥 其老年人力资源开发战略
可分为 3个阶段院老年人力资源开发战略准备阶段渊5年之内冤尧老年人力资源开发发展阶段
渊5要10年冤尧老年人力资源开发成熟阶段渊到 2040年冤袁其具体实施措施如下遥

1. C市老年人力资源开发战略准备阶段渊5年之内冤
在前期开发准备阶段袁C市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着重点在于发挥政府导向作用袁全面调查老

年人力资源实际情况尧制订法律法规尧建立平台机制尧加强老年人再就业宣传等遥
渊1冤制定和和完善相应法律法规遥 在 2017年之前袁C市针对老年群体出台了叶C市人民政

府关于加快推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曳遥 由此看袁目前 C市只开展了养老服务方面的
工作袁而对于老年人再就业还未有具体的操作方法曰因此袁C市应在国家大政策之下袁制订一系
列保障老年人再就业权益的法律法规遥 例如叶禁止歧视老年人再就业意见曳叶企业对高龄者雇
用稳定意见曳叶离退休专业技术人才开发管理办法曳叶老年教育工作办法曳叶延迟退休意见曳叶弹性
退休制度曳叶老年人再就业权益保障办法曳等遥 渊2冤建立配套的老年就业平台及机构遥 线下院C市
政府一方面建立老年就业服务中心尧老年人就业技能培训指导中心尧老年人力资源社区调查
机构尧老年人权益保障机构以及社区银发人才中心等机构为老年人提供再就业服务曰另一方
面根据每年市场需求及老年人退休情况袁建立市场需求与老年人需求信息交叉表袁并对每一
个老人进行过程跟踪袁有助于弥补老年人再就业供求缺口并有效解决其产生的矛盾遥 线上院在
各大招聘网站渊58尧智联冤开通老年人再就业招聘平台袁在各大论坛建立老年人就业交流平台或
设立专门的老年人再就业 APP袁加强各位老年求职者的信息互动遥 渊3冤提升对老年人再就业的
认同感遥 相关机构可将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编入初高中教材袁提高青少年的认识曰借助报纸尧微
博尧电视等手段袁加强开发老年人力资源的宣传曰评选老年人再就业先进模范袁鼓励更多老年
人选择再就业曰企业定期对员工进行高龄者再就业认知培训袁提高员工退休后选择再就业工
作的愿意度遥 渊4冤加强老年人对青年人的职业技能培训指导遥 由于 C市老年文盲率较高袁且大
部分老年人多为工人袁其知识程度不高袁但技能水平较高袁可在企业安排技能指导岗位或开展
技能培训袁招聘技能水平高的老年人来指导或聘用其为技能培训中心指导老师遥 渊5冤积极推进
老年教育及培训遥 C市目前有一所老年大学袁但从长远来看其远远不能满足老年教育需求遥 为
此袁政府应积极推进老年教育发展袁实行终身教育机制袁首先设立专项扶助资金袁鼓励民间教
育机构开通老年教育课程曰其次加强高校或职业技术学校与老年人就业技能培训指导中心合
作袁允许老年人进入课堂学习曰然后开通老年网络教育平台袁实现野远程授课冶曰最后可建立老年
大学社区课堂遥

老年人力资源开发战略准备阶段实施结构大致如下页图 4所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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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C市老年人力资源开发战略准备阶段实施结构

2. C市老年人力资源开发发展阶段渊10年之内冤
在战略准备阶段之后袁C市老年人力资源开发开始进入发展阶段遥 在战略准备阶段中袁C

市老年人再就业体系雏形形成袁而发展阶段需要在此基础上重点发挥市场导向作用袁开拓老
年市场尧发展第三产业尧完善各项法律法规尧加大老龄事业的财政投入等遥

渊1冤完善老年人再就业法律法规袁加大财政投入力度遥 一是做好全面调查袁即老年人力资
源开发初期阶段实施情况及问题袁针对问题并结合实际袁进一步完善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的相
关法律法规曰二是在增强老龄事业基础设施的建设投入力度的同时袁建立好市尧区渊县冤老龄事
业资金投入机制袁并且落实好中央尧省级的财政配备曰三是建立老龄资金调配制袁引进更多民
间资本投资老龄事业遥 渊2冤开拓老年市场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遥 C市是老工业化城市袁现今大多
数老年人都是技工或农民出身袁文盲率较高遥 在开发 C市老年人力资源时应考虑老年人的身
体状况袁重点发展第三产业中的服务并配备相应的培训课程曰鼓励企业设置管理咨询尧指导生
产尧技术顾问等岗位以提供给高龄再就业者袁为雇用 3名及以上老年人的企业实行税费减免遥
渊3冤加大社区整合资源力度袁发挥社区服务作用遥 一是在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需求外袁还应
增添文化教育尧医疗服务尧心理咨询尧权益维护尧临终关怀等多元化内容曰二是将培养养老服务
专业人员与老年人力资源开发工程相结合遥

老年人力资源开发发展阶段实施结构大致下页如图 5所示遥
3. C市老年人力资源开发成熟阶段渊到 2040年冤
在发展期结束后袁C市老年人力资源开发在 2032年进入成熟阶段遥 而 C市作为国家高分

子尧硬质合金等新材料的科研生产基地袁现今全市有科技人员约 8万名遥 随着医疗与教育事业
的发展袁预计到 2040年知识型尧科技型老年人会成为老年人力资源主体袁老年人再就业愿意度
大幅上升遥 渊1冤就政府而言袁其一袁要继续加强老年基础设施建设袁为老年人力资源开发提供过
硬的硬件设施曰其二袁从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的软件着手袁完善社会保障与老年人再就业保障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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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袁这样才能够让老年人再就业无后顾之忧袁尤其是对于老年人创业群体而言袁保障其创业基
本需求曰其三袁除了提供基本的保障之外袁也要适时鼓励有能力的老年人进行创业袁鼓励知识
型老年人进行小型创业袁如举办教育尧培训机构袁为其提供资金奖励与补助等等遥 渊2冤原单位继
续工作是老年人再就业的重要途径袁在老年人力资源开发成熟阶段袁企业也需要形成自己的
老年人力资源开发体系遥 企业要根据老年人再就业的实际需求袁制定企业自身的老年人力资
源战略规划袁尤其要提高与老年人的沟通面谈次数袁如每月一次的老年人面谈会袁减少双方沟
通不足而造成的再就业障碍袁其次袁也要针对老年人的贡献实施特殊的薪酬制度袁如可对老年
人再就业者实行小时制工资法等遥 渊3冤就社会机构而言袁与老年人再就业密切相关的主要是社
区尧民间服务机构等遥 其一袁要设立老年再就业工作反馈小组袁对老年人再就业状况进行及时
反馈袁以便针对再就业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及时的纠正与改进曰其二袁民间机构要为老年再
就业者提供法律援助袁增强老年人的维权意识曰其三袁老年人所生活的社区袁可通过设立野时间
储蓄冶机构袁满足老年人的生活需求遥 渊4冤从老年人个体来看袁自身要紧跟时代发展袁学习新知
识尧掌握新技能袁不断提升自我的个体能力袁其子女也要鼓励尧支持与帮助父母进行再就业袁使
得老年人再就业意识不断增强遥

在此阶段需做的具体工作如下页图 6所示遥
4. C市老年人力资源开发体系
通过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的 3个阶段袁C市将形成系统化的老年人力资源开发体系渊后页图

7冤袁其老年人力资源将得到更加有效的利用与开发袁进而实现人口红利的延续以及向人才红

图 5 C市老年人力资源开发发展期实施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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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的转变遥 C市所形成的系统化老年人力资源开发体系围绕老年人再就业意愿与个体能力所
形成袁既包含了老年人力资源的再就业开发袁也涵盖了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遥 首先袁以老年人再
就业意愿为分界点袁如果老年人具有再就业意愿袁其就会进入老年人力资源的再就业开发流
程袁反之袁如果老年人无再就业意愿袁那么其就会进入老年人养老服务体系遥 老年人养老服务
体系主要由社区康养服务中心所承担袁包括社区康复尧社区活动尧健康管理尧生活照料尧营养配
餐等袁主要帮助老年人保障身体健康尧丰富精神生活以更好地安度晚年遥 老年人力资源的再就
业开发流程袁包括延迟退休与重新择业两类袁如果老年人希望通过延迟退休来实现再就业袁那
么需要老年人与公司共同协商袁如果公司同意其延迟退休袁就与公司签订劳动协议袁以保障其
再就业的相关权利曰反之袁如果其被拒绝延迟退休袁可以通过老年人技能培训中心来提高自身
能力遥 而选择重新择业的老年人袁可通过老年就业服务中心尧社区银发人才中心以及老年就业
招聘网站等实现再就业遥 如果老年人的自身能力得到新公司的认可袁 进入新公司后由老年再
就业反馈机制对老年人进行面谈袁处理再就业中的问题遥 同样袁如果老年人的自身能力得不到
新公司的认可袁其也需要进入老年人技能指导培训中心进行自身能力的提升遥

渊四冤未来展望
从社会认知视角出发袁构建了融合能力尧意愿以及个体特征的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理论模

型袁并通过 C市的调查数据进行检验袁得到了相关结论袁并针对该市的老年人力资源开发提出
了针对性的对策建议遥 但是袁研究仍然存在以下不足袁未来亟待进一步探讨与分析遥

图 6 C市老年人力资源开发成熟期实施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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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C市老年人力资源开发体系

第一袁研究对象的拓展遥 正如前文分析所提到的袁城镇老年人与农村老年人再就业意愿存
在明显差别袁而本研究选择城镇老年人无疑缩小了研究范围袁且不能够完全刻画与描述城乡
二元特征对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的影响遥 未来的研究需要拓展研究对象袁在对城镇老年人与农
村老年人调查的基础上袁分析其人力资源开发的差异袁并提出针对性的开发措施遥

第二袁研究层面的提升遥 虽然该研究认识到了区域差异是影响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的关键
因素袁如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尧传统文化的差异等等袁并控制了区域层面因素对研究结果的影
响袁且认识到区域层面的差异是未来值得深入研究的方向袁却并未展开对区域层面因素的深
入探讨遥 未来研究要提升研究层面袁由微观个体层面上升到宏观层面袁尤其是区域层面因素对
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的影响遥

第三袁研究内涵的深化遥针对我国农村人力资源存量的现状袁就我国实施精准扶贫尧脱贫后袁
受青壮年外出务工的情况的影响袁如何进一步开发利用农村老年人力资源袁提高农村老年人力资
源的质量袁从而保持和促进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袁避免返贫袁对此应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探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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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demographic dividend fades, at the key transition period from demographic dividend to
talent dividend, how to develop and utilize the elder human resources becomes the focus and forefront of
academic and practice circles. However, in terms of the elder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in China, there is
still unbalance between different regions and the urban and the rural of China. Especially in the west
provinces, the huge elder population has not been transferred into human resource advantage. After
investigating its reason, it is found that the elderly爷s own ability and reemployment willingness do not match is
the key obstacle; the west regions爷 unique culture tradition and living habits often lead to the reemployment
willingness of the elderly with good ability is not strong, thus greatly reducing the efficiency and effect of the
elder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Therefore, the elder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is a system work
involving micro-individual level and macro-regional level and the macro-level factors tend to impact on the
micro-level factors and thus control the efficiency of the elder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especially the
individual ability and reemployment willingness. For this, based on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this paper builds a
theoretical model for developing the elder human resource including personal ability, reemployment intention
and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And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data from C city, S provinc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ersonal ability and reemployment willingness of the elderly and the
functioning mechanism of other contingency factors. The results show that education degree is positively
related to reemployment willingness significantly. Namely, the higher the education degree is, the stronger the
reemployment willingness will be. Moreover, economic income has a negatively regulating function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ducation status and reemployment willingness. Although there is no clarification of
gender爷s regulating function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ducation degree and reemployment willingness, it
still reveals cultural factor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elder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In view of the
result above, as for the elder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of C city, on the one hand, the government should
make strategies for the elder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focusing on two cores, i.e. raising reemployment
willingness and improving individual ability. On the other hand, the government also needs to coordinate the
social organizations such as firms and communities and carry on the elder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systematically. Finally, the paper puts forward the elder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measures
for C city, namely,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can be divided into preparation stage, development stage and
maturation stage to achieve transformation from government-led to market-led development and form the elder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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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ome; cultural factor

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