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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随着老年人口的逐年扩大，劳动力短缺问题凸显。老年人再就业问

题受到各界关注。本文利用CiteSpace软件分析老年人再就业领域的论文发文量、研究作者和关键词，明

晰近十年老年人再就业的发展现状、研究热点及未来趋势，针对老年人就业问题提出建议，以期为我国

针对人口老龄化制定政策提供一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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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 is the world’s largest elderly population of countries, with the elderly population expanding 
year by year, the problem of labor shortage highlights. The problem of re-employment of the 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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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ly has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all walks of life. Using CiteSpace softwar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number of documents, study authors and key words in the field of elderly reemployment, clear 
the development status, hot spots and future trends of elderly reemployment in the past ten years, 
and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in view of elderly employment, in order to provide some ref-
erence for our country to formulate policy on population a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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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口老龄化是指人口生育率降低和人均寿命延长导致的总人口中因年轻人口数量减少、年长人口数

量增加而导致的老年人口比例相应增长的动态[1]。国家统计局显示，中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为 21.1%，

根据联合国标准，中国 1999 年已经迈入老龄化社会。近十年来，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和比重出现双

降，劳动力短缺问题日益凸显。为了减缓劳动力短缺问题，我国 2018 年开始老年人延迟退休，并持续关

注老年人的就业问题。 

2. 选题原因 

选择老年人再就业领域进行分析，原因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在劳动力方面，随着老年人口占比逐年增加，我国劳动力短缺问题日益凸显，养老负担也逐渐加重。

因此，老年人再就业可以为社会提供劳动力，促进经济发展，老年人赚取的工资也可拿来提高老年人的

生活质量。 
在老年人自身方面，老年人往往拥有几十年的工作经验和熟练的专业技能，老年人通过再就业发挥

才能，能实现他们的自身价值，充实他们的老年生活，还可以增强他们的社会参与感和归属感。 
在社会养老压力方面，老年人通过再就业增加收入，可以减轻家庭和社会的养老负担[2]。老年人可

以通过参与社会劳动来保持活力和身心健康，提高免疫力，降低患病风险，从而进一步减轻老年人医疗

压力。 
在积极老龄化政策方面，积极老龄化强调老年人在社会、经济、文化和健康等方面的积极参与和贡

献[3]。而老年人再就业正是响应并推动该政策的关键。 
在市场方面，老年人再就业可以为公司提供新的视角和经验，从而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并且随着老

年人消费能力的增强，老年市场也是企业关注的焦点，有助于企业拓展新的市场，抓住老年市场商机。 

3. 研究方法 

3.1. 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的文献数据来自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知网是国内最大的学术数据库之一，拥有广泛

的学术资源，涵盖各个学科领域的学术文献和期刊论文，具有一定的质量保证，为本文提供参考。在数

据收集中，时间设置为 2014 年 1 月至 2024 年 4 月，以“老年人就业”和“老年人再就业”为主题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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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检索剔除，截至 2024 年 4 月 29 日，剔除非研究性文献后，共检索出 436 条有效数据。以上所得文献

与数据具有科学性与准确性，并具有相应的图谱分析价值和文献研究意义。 

3.2. 研究工具 

CiteSpace 是一款文献可视化分析工具，可以展示学科或知识领域在特定时间段的发展趋势和动态，

并且轻松地绘制出研究前沿领域的演进历程。 

4. 文献分析 

4.1. 发文量分析 

发文量历时性变化趋势是考察某一领域获得学界关注度和研究的动态趋势变化的重要尺度。本文利

用 CiteSpace 统计了 2014 年 1 月至 2024 年 4 月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文献数量(由于数据截至 2024 年 4
月 29 日，这一年度发文量未能统计完全，因此不能完全准确地反映本年度的发文情况)，绘制成折线图(图
1)。 

 

 
Figure 1. Annual publication volume 
图 1. 年度发文量 

 
观察老年人再就业文献年度发文量折线图图 1 可知，在该领域中，发文量呈现总体上升趋势。 
其中 2014 年~2018 年发文量较少，主要关注于老年人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参与情况和面临的挑战。这

些研究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老年人就业的现状、影响因素以及可能的解决方案。部分学者从家庭责任出

发，研究发现，承担孙子女照料责任的老年人更难以维持或寻找工作，这对老年人再就业产生负面影响。

还有部分学者从区域创新的视角出发，探讨房价上涨等经济因素对老年人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以及如何

通过区域创新活动促进老年人的就业和再就业。此外，部分论文认为可以通过政策调整、教育培训等方

式，鼓励和支持老年人继续参与劳动力市场，发挥他们的经验和技能优势。部分研究通过调查数据分析

了老年人再就业的现状，包括他们的就业意愿、就业能力、就业渠道等，并探讨了年龄、性别、健康状

况、教育背景等因素对老年人再就业的影响。 
在 2019 年~2023 年，老年人再就业领域研究呈快速上升趋势，2023 年发文量到达巅峰 103 篇，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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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属于老年人再就业研究的一个繁荣期。越来越多的学者投入到这一领域，探讨老龄化背景下的人力

资源开发问题。研究涵盖了城乡差异、地区差异、性别差异、教育水平和健康状况等多个维度，旨在深

入剖析老年人就业现状及未来趋势。学者之间通过共享数据、交流观点等方式，共同推动这一领域的发

展，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提供学术支撑。 

4.2. 作者分析 

本文对核心作者开展数据分析，利用 CiteSpace 绘制了发文作者共现图(图 2)。因作者较多不便于直

观分析，故只标注发文量在 2 篇及以上的作者名。在图谱中，节点越大则发文量越多，字体大小和颜色

深浅表示作者的学术中心性程度，字体越大、颜色越深，作者的学术中心性越强。作者间的合作通过连

线的粗细和颜色展现出来，连线较粗的表示合作比较紧密。 
 

 
Figure 2. Author co-presentation 
图 2. 作者共现图 

 
图中左上角，N 表示网络节点数量，E 表示连线数量。N = 277 表明 436 篇文献中一共有 277 个作者，

E=118 表明这些作者之间存在 118 次合作，总网络密度为 0.0031。由此看出，整个作者的图谱的网络较

为零散，作者之间合作较少，且皆为五人之内的小规模合作，大多数作者都为独立研究。 
在发文量上，图中李娟节点最大，发文量最多，为 3 篇。李娟的研究集中在老年人就业和人力资源

开发方面，特别是关注农村老年人非正规就业、老年人力资源的开发利用以及老年人再就业意愿等方面

的问题。例如在《农村老年人非正规就业：生成逻辑、现实困境及优化路径——基于 P 村的田野调查》

一文中，李娟和黄泰扬共同探讨了农村老年人在非正规就业领域的生成逻辑、面临的现实困境以及优化

路径[4]。她的研究旨在促进老年人的社会参与和经济发展，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提供理论和实践支

持。此外发文量是 2 篇的作者一共有 20 人，分别是陈宁、何灿群、严凌、贺莎莎、祁雪瑞、陶建国、柏

璐、谷孝怡、李晶、孙建娥、郭江、周瑶、彭梦春、吴霜、胡江陵、闾志俊、刘佳宁、丛金洲、王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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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瑞君。 

4.3. 研究热点分析 

关键字是论文内容的精炼概括，能够直接反映论文的研究主题、研究方向和方法。本文运用CiteSpace，
选择样本文献的关键字进行共现分类，生成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图 3)，由于图 3 中关键词数量较多，为

了提高精确度，运用相关算法对关键词进行聚类总结可以得出关键词聚类图谱(图 4)。结合两张图的数据

可以分析出该领域的研究热点。 
 

 
Figure 3. Keyword co-occurrence knowledge map 
图 3. 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 

 
图 3 一共有 240 个关键词，其中字号较大、节点较为突出的关键词，表明其在 436 篇文献中出现频

率较高。因关键词较多，图 3 只标注频次在 6 及以上的关键词。“再就业”的节点最大，出现频次最多，

为 74 次，中心性为 0.43，构成了图谱的网络核心节点，是所有关键词连接的中心点。表明研究者关注老

年人再就业的问题，并探讨这个问题对社会经济的贡献和它面临的挑战。 
其次是“老年人”，频次 60，中心性 0.3，“老龄化”频次 33，中心性 0.25。说明老龄化社会推动

老年人再就业的发展，研究者在讨论适应老龄化趋势的同时，应鼓励和支持老年人继续参与社会和经济

活动，以应对劳动力短缺等社会问题。 
“延迟退休”“养老保险”等关键词，表明政策与制度在促进老年人再就业中的重要作用。分析调

整退休年龄、完善养老保险制度等政策措施激励老年人再就业，优化就业环境。 
“影响因素”“代际支持”“健康”等关键词，表明研究者关注影响老年人再就业的各种因素。包

括个人因素(如健康状况、技能水平)、家庭因素(如家庭支持、子女状况)以及社会因素(如劳动力市场状况、

政策支持等)。 
“劳动参与”“劳动供给”“人力资源”等关键词，表明研究者关注老年人在劳动市场中的定位以

及老年人在市场中能发挥的作用，关注老年人在人力资源方面的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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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Keyword clustering diagram 
图 4. 关键词聚类图谱 

 
由图 4 可知，在老年人再就业领域中，关键词共生成 8 个聚类，分别代表各个研究方向，包括老年

人、再就业、老龄化、人力资本、延迟退休、劳动关系、柔性延长退休、人口红利。Q = 0.6344，表明关

键词聚类效果显著，S = 0.9057，表明聚类关键词相似性很强，聚类结果令人信服。老年人再就业领域呈

现出多元且深入的特点，研究者不仅关注老年人的就业能力和市场需求，还关注中国老龄化背景下的人

力资本开发、劳动关系调整以及延迟退休政策等宏观层面的问题，为老年人再就业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

指导。 

4.4. 研究趋势分析 

利用 CiteSpace 从数据文献关键词中提炼出突显词，从而清晰地展现出该领域的研究趋势，图 5 展示

了老年人再就业领域内曾经突显过的研究主题，图上包括关键词节点(Keywords)、关键词出现时间(Year)、
突显强度(Strength)、突显开始时间(Begin)、突显结束时间(End)等信息。最小时间区度为 1 年，最右列时

间段部分，浅蓝色表示节点还未出现，深蓝色表示节点开始出现[5]，红色区域是出现频次变化度最高的

时段，也就是说这个时间段是关键词影响力最强的时间段。 
 

 
Figure 5. Keyword emergence knowledge map 
图 5. 关键词突现知识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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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列出了 Top 10 的关键词，这些关键词包括“挤出效应”“就业”“开发”“影响因素”“分层

保护”“劳动参与”“老年教育”“劳动供给”“隔代照料”以及“影响机制”。每一个关键词后面都

标注了其出现的年份、突显强度以及突显的开始和结束时间。从突显强度来看，“劳动参与”的突显强

度最高，达到了 3.21，表明该领域研究未来会持续关注鼓励老年人继续参与劳动这一方面，采取制定政

策、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改造工作环境等方法。从突现持续时间来看，“开发”这一突现词持续时间最

长，为 4 年，其余突现词持续时间较短。研究将会在开发老年人劳动力这一方面持续深入，开发老年人

就业潜力，如技能培训、职业规划、岗位设计等。 

5. 建议 

针对老年人就业问题，结合 CiteSpace 软件分析的结果，本文提出以下建议，以期为我国针对人口老

龄化制定策略提供参考： 
首先要加强政策支持与引导。政府应出台更加明确的政策，比如税收减免、社会保险补贴、职业培

训资助等策略，以降低老年人再就业的成本和风险。同时，政府应加大宣传力度，提高社会对老年人再

就业的认识度和接受度，营造老年人再就业的良好社会氛围。 
其次要完善老年人就业服务体系。可以建立老年人就业服务平台，平台为老年人提供就业信息、职

业咨询、技能培训等一站式服务。同时，平台可以与企业合作，实现人力资源共享，提高服务效率。 
再次，鼓励企业开发适合老年人的岗位，如顾问、导师、培训师等，充分利用老年人的经验和技能。

同时企业可以使用灵活用工模式，比如兼职、短期合同、远程办公等，以适应老年人的身体状况和工作

需求。 
然后，可以建立老年人再就业的激励机制。可以设立老年人再就业奖励制度，对在再就业中表现突

出的老年人给予表彰和奖励，激发他们的积极性。社会各界可以设立老年人就业专项基金，用于支持老

年人的职业培训和就业创业活动。  
最后必须加强对老年人的社会关爱和保障。加强对老年人的关爱和照顾，尽力解决老年人在就业过

程中遇到的生活困难和心理问题。同时要完善老年人的社会保障体系，确保他们在再就业过程中能够享

受到应有的社会保障待遇。  
通过以上措施，可以有效促进老年人再就业，缓解劳动力短缺问题，同时也有助于提高老年人的生

活质量和社会地位，推动社会的和谐发展。 

6. 结语 

本研究通过利用 CiteSpace 软件对近十年我国老年人再就业领域的文献进行分析，揭示该领域的研究

现状、研究热点以及未来趋势。从研究结果来看，该领域年度发文量呈现总体上升趋势，这反映了学界

对该领域的关注度不断提高。学者们从多个角度对老年人再就业问题进行研究，包括家庭责任、区域创

新、政策调整、教育培训等方面，这些研究为我们理解老年人再就业的复杂性和多元性提供了重要线索。

值得注意的是，老年人再就业不仅有助于缓解劳动力短缺的问题，促进经济发展，还能够充分发挥老年

人的才能和经验，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和社会参与感。此外，老年人再就业还能够减轻家庭和社会的养

老负担，增强老年人的身心健康，降低医疗压力。因此，推动老年人再就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社会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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