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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是世界上法定退休

年龄最早的国家之一，平均不到

55 岁，这也意味着拥有更多潜在

的老年人力资源。

在朱静看来，虽然部分观点并

不看好老年人“再上岗”，但纵观

数据，例如，国内某人力资源机构

出具《2022 老龄群体再就业调研

报告》中指出，68%的老龄群体在

退休后有强烈的就业意愿，19%老

人希望继续追求职业发展，说明无

论是从教育水平还是身体素质来

看，大部分老年人具备进行社会参

与的自身条件，退休或许会成为他

们晚年生活“卷”起来的契机。

朱静表示，老年人再就业，主

要有 3 个方面的需求——

继续养育子女孙辈的经济需

求。鼓励老年人外出求职，获得一

定的经济收入，从某种程度而言，

能够变相减少家庭矛盾。

继续发挥职业技能的价值需

求。老年人拥有丰富的知识技能、

工作经验、生活阅历、金融财富，

对其进行合理挖掘，能够满足老年

人对继续发挥价值的渴望。

继续追求个人兴趣的精神需

求。通过推动促进老年人外出活

动就业，能够增强老年人的社会参

与，拉近老年人与社会的距离，强

化老年人的社会认同感，促进老年

人身心健康。

朱静认为，老年人外出活动的

过程便是一种社会参与，而社会参

与是健康老龄化的一个重要维度，

也是衡量老年人健康水平的重要

指标。通过参与社会活动，承担相

应角色，使老年人感受到意义感和

目标感，达到自我实现的追求，帮

助他们挖掘精神归属和情感价值。

退而不休是大势所趋

浙江老人“卷”在何处？朱静

表示，最明显的就体现在再就业

方面。

据 2020 年第七次人口普查

结果显示，中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

超 2.6 亿，占总人口的 18.7%。作

为全国最早进入人口老龄化的省

份之一，2022 年浙江省 60 岁以上

的户籍老年人有 1266 万人，老龄

化程度 24.79%，今后几年，老年

人口占比还将进一步上升。朱静

告诉记者，无论从绝对量还是相

对量来说，老年人正在逐渐成为

社会的主流群体。在这样的大背

景下，银发退而不休，重新进入就

业领域是必然趋势。

近年来，我国出台了多项政

策措施，完善就业、志愿服务、社

区治理等制度，充分发挥低龄老

年人作用，探索适合老年人灵活

就业的模式。去年上线的中国老

年人才网和多个求职招聘 APP
也为老年人扩宽渠道、搭建平台，

推动老龄人口资源开发。在省域

范围内，浙江省持续加大对养老

事业的投入，连续 7 年把养老服

务列入省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

出台相关政策、文件，为养老提供

兜底和保障，养老服务工作始终

走在全国前列。朱静认为，国家

和政府积极打造良好的再就业环

境，为浙江老年人“卷”工作铺下

坚实基础。

另外，在客观上，随着医疗卫

生服务水平的发展，浙江老人的

健康状况有了很大提升，浙江省

人均预期寿命已提高至 82.2 岁，

比全国预期寿命高了 4 岁，相对

健康活力的体魄可以说是浙江老

人“卷”的前提。

而安稳的养老大背景造就浙

江老人开拓进取的活力心态。朱

静表示，从老年人“用”到“用”老

年人，从“不能闲”到“闲不住”，浙

江老人“卷”得有底气、有资本、有

保障。

“老年人和年轻人是可以互补

的。一方面，老年人外出活动有可

以缓解部分缺口压力，另一方面，

老年人是丰富的社会资源和文化

资源，可以发挥年轻人所不能替代

的作用。”虽然从理论上来看，绝大

多数50-70岁的退休老年人仍然思

维活跃，身体健康，足以参与社会

劳动，并能发挥自身在各自行业中

长期积累的优势。但朱静同时也

提醒，老年人再就业，安全保障始

终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

对此，朱静表示，老人想要继

续发挥余热是可行的，但已退休的

老年人是一类相对特殊的群体，进

入劳动力市场，获得劳务报酬、工

伤赔偿等方面还缺乏全面保障。

这是因为退休群体与用人单位之

间的关系通常被界定为劳务关系

而非劳动关系，很少签订正式、规

范的劳动合同。这意味着，这些老

年人在获得劳务报酬、工伤赔偿、

责任事故等方面的权责不够清晰，

容易产生风险。

朱静表示，在未来，填补空白

的老年人会越来越多，对于劳动就

业人口的年龄不应该只是单纯设

定上限，而要综合考量。可以对老

人的精神状况、智力状况做评估，

只要老人的身体条件允许，各方面

状态良好，就可以继参与社会活

动。毕竟，营造老有所为、包容友

好的环境，同样关系到我们每个人

的明天。

再就业能满足三种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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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是“人活七十
古来稀”，现在是“人活
九十不稀奇”，长寿社会
让人生拥有更多选择、
具备更多可能、拥抱更
多变化，灵活性、多样化
的生活和就业方式就是
其中之一。

在浙江，这样的变
化 就 非 常 直 观 地 体 现
为：老年人拒绝“躺平”，
活跃于各个领域，“卷”
得风生水起，堪称全国

“封神”。
为什么这样会出现

这样的现象？银发“内
卷”的背后透露出怎样
的趋势变化？老年人如
何“卷”得有价值？带着
这些问题，记者邀请到
浙江理工大学法政学院
副教授、史量才新闻与
传播学院副教授，复旦
大学社会学系法学博士
朱静，从多方面共同探
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