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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society, the problem of population aging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serious, which has brought a 
series of challenges to the labor market. This paper mainly studies the impact of aging on the labor market from two aspects: one is 
the decrease of market supply quantity, the other is the change of labor quality. At the same time,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are 
propose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surplus labor through education and training to make up for the shortage of quantity; promote the 
reform of population policy, guide the school-age population to invest more in the labor market; formulate and implement an active 
aging policy to enable the elderly to play a greater role in social life. The findings have practical implications for guiding policy 
makers to effectively address the impact of an aging population on the labour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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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中国社会发展，人口老龄化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给劳动力市场带来了一系列挑战。论文主要从两方面研究了老龄化
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一是市场供给数量的减少；二是劳动力质量的改变。同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通过教育和培训提
高剩余劳动力的质量，以弥补数量的不足；推动人口政策的改革，引导适龄人口更多地投入劳动力市场；制定并实施积极
的老龄化政策，使老年人能够在社会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该研究结果对于指导政策制定者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对劳动
力市场的影响具有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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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严重的人口老龄

化问题，它频繁地向我们提出挑战，需要我们正视并思考对

策。其中，劳动力市场是受其影响最为显著的领域之一。人

口老龄化的快速推进使得劳动力市场供应受到极大影响，其

表现形式包括市场供给数量的减少和劳动手段质量的改变

等方面。人口老龄化不仅影响生产力的发展，也对社会总体

经济的稳定发展带来了挑战。因此，如何发展劳动力市场，

以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挑战，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一项重

任。本研究将主要探讨这一问题。我们需要从现实和理论两

个角度出发，结合人口老龄化现状，研究和提出相应的应对

策略，希望能为全国乃至全球应对老龄化挑战，特别是在劳

动力市场这一重要领域给出解决方案，为推动社会的可持续

发展提供引导和参考。

2 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市场供给的影响

2.1 人口老龄化现状与趋势讨论
近年来，随着社会的稳定发展和经济的不断提升，

中国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日益凸显 [1]。据统计数据表明，到

2020 年底，中国 60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达到 2.64 亿，

占总人口的 18.7%，预计到 2050 年，这一比例将增至约三

分之一 [2]。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不仅反映了生活质量和医疗水

平的提高，也给社会各个领域带来了显著的影响，尤其是劳

动力市场的供给方面。

在城市化进程的推动下，农村年轻劳动力大量流向城

市，农村地区的老龄化问题尤为突出。据调查，部分农村地

区 60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比例已超过 30%，这种高比例的

老龄化使得农村劳动力市场面临严峻挑战。城市劳动力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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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未能幸免，尽管城市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和社会福利，

但养老负担已经成为城市劳动力市场供给的隐患。

全球视角下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同样不容忽视。多个发

达国家的经验表明，人口老龄化会带来劳动力供给的减少和

社会养老负担的增加。为了应对这一挑战，这些国家采取了

一系列政策措施，包括延迟退休年龄、鼓励生育、吸引外来

移民等。这些措施为中国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意义，但也必须

根据本国国情灵活实施。

中国人口老龄化现状与趋势已成为无法忽视的重要社

会问题，其对劳动力市场供给的深远影响已有显现。研究这

一问题的目的是寻求有效的策略和措施，以确保社会经济的

稳定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持续改善。对未来趋势的准确研判和

因应之策的迅速实施，成为政策制定者和研究者共同关注的

焦点。未来，综合考虑人口政策、劳动市场需求和社会福利

保障，提出系统性策略是应对这一挑战的关键。

2.2 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市场供给数量的影响分析
人口老龄化加剧导致劳动力市场供给数量的减少。这

种现象主要由两个方面因素促成：一方面，老年群体的增加

直接导致退出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人数增多，据统计，中

国 65 岁及以上人口比例逐年上升，从而使劳动市场的参与

率逐渐降低。这一趋势无疑对劳动力供给数量构成了明显的

削弱作用。另一方面，劳动力市场的新生力量逐渐减少。这

与生育率持续走低密切相关，随着独生子女政策的实行，一

代人中的子女数量减少，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数也随之减

少，使得市场对劳动力的供需失衡更加突出。

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劳动力供给数量的减少引发了

一系列连锁反应。是经济增长放缓。由于劳动力是最基本的

生产要素之一，供给数量减少直接影响了经济生产的规模和

效率。养老负担加重。随着退休人口增多，社会保障体系承

受的压力增大，现有的劳动力需负担更高的社会保障缴费和

税收，这进一步抑制了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和投资增加。

劳动力市场供给数量减少，还影响到各行各业的用工

需求，特别是在制造业、服务业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其产能

和服务能力受到严重限制。这进一步造成了劳动力市场的供

需矛盾加剧，影响整体的市场稳定性和发展的可持续性 [3]。

基于此，深入分析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市场供给数量的影

响，对于制定有效应对措施，确保劳动力市场的稳定性和可

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3 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质量的影响分析
人口老龄化在改变劳动力市场供给数量的也对劳动力

的整体质量带来了显著的影响。随着社会逐渐进入老龄化阶

段，老年劳动力成为劳动力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高龄劳动

力的参与不仅对维持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平衡具有一定作用，

但也会影响整体劳动生产率和组织创新能力。

一方面，老年劳动力的经验和技能储备丰富，能够在

一定程度上弥补年轻劳动力经验不足和技能欠缺的短板，为

行业提供宝贵的知识和技术积累。老年劳动力在适应新技

术、新工艺方面的能力较弱，这将导致在技术高速发展的背

景下，企业在创新、生产效率提升等方面面临挑战 [4]。随着

年龄增长，老年劳动力的身体机能和健康状况不可避免地衰

退，这可能影响个体的工作效率和工作参与能力。

另一方面，劳动力质量的变化不仅仅体现在老年劳动

力身上，年轻劳动力在接受教育和培训方面的差异也愈加显

著。人口老龄化使得劳动力市场中新生劳动力的数量逐渐减

少，且部分年轻劳动力在教育水平和职业技能上不足，进一

步加剧了市场供给质量不均的情况。

3 应对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供给挑战的策略
研究

3.1 通过教育和培训提高劳动力质量的策略分析
老龄化人口的增加对劳动力市场供给造成了显著影响，

尤其是劳动力数量减少和质量降低问题。针对这一挑战，通

过教育和培训提高现有劳动力质量成为解决该问题的关键

策略之一。

提高劳动力质量的教育策略可分为基础教育和职业教

育两个方面 [5]。在基础教育层面，应着重提升年轻一代的综

合素质和技能水平，确保他们在进入劳动力市场时具备较强

的竞争力。当前的基础教育体系需进行适应性改革，增加科

学技术、工程与数学（STEM）等学科的课程设置，以应对

高技术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还应加强新时代所需的软技能

培养，如团队合作、创新意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职业教育方面，重点应放在优化职业培训体系，特

别是针对转岗和再就业人群的培训。现有劳动力市场中，不

少青壮年人口由于岗位变动或产业结构调整无法顺利再就

业，通过系统的职业培训可提高他们的专业技能和市场适应

能力。建立终身职业培训体系，使从业者能够在职业生涯的

不同阶段都能通过培训获得最新的技术和知识。

在线教育的发展也为劳动力质量的提升提供了新的途

径。通过互联网平台，可以为不同地区、不同背景的劳动力

提供多样化的教育资源，特别是远程偏远地区和经济欠发达

地区。这不仅能够提高这些地区劳动力的就业率，也能实现

劳动力市场的整体优化。

除正规教育和培训体系外，企业内训和在职教育也是

提升劳动力质量的重要手段。企业可通过定期组织内部培

训、外部讲座和技术交流，保持员工的技术前沿性和创新能

力。在职教育可以帮助员工在实际工作中不断学习和提升，

使他们能够应对岗位变化和行业更新的挑战。

政府与社会各界的支持也是成功实施这一策略的重要

保障。政府应制定相关政策，鼓励和支持教育培训机构的发

展，并提供必要的资金和资源。社会则通过建立公共学习平

台、提供职业咨询服务和激励多样化学习形式，推动劳动力

自我提升和社会发展的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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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教育和培训提高劳动力的质量，不仅能够弥补劳

动力数量的不足，还能推动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这一策略

在应对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市场的挑战中具有不可替代的

作用和深远的意义。

3.2 推动人口政策改革，引导适龄人口投入劳动力

市场的策略研究
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市场供给数量带来的挑

战，推动人口政策改革成为关键策略之一。当前，人口政策

改革的重点应该放在优化生育政策、延迟退休年龄和促进人

口流动上。

优化生育政策方面，需要进一步放宽生育限制，提高

家庭的生育意愿。通过提供经济补贴、产假延长和育儿支持

等措施，减轻家庭养育子女的负担，激励适龄人口积极考虑

生育，从而在未来能够保障劳动力的持续供给。

延迟退休年龄策略在应对老龄化问题上也发挥着重要

作用。通过逐步延迟退休年龄，可以延长劳动者的职业生涯，

使得有经验的老年劳动者继续为社会贡献力量。为确保老年

劳动力的就业机会，企业和政府应提供在职培训和再就业服

务，提高老年人的劳动适应性。

促进人口流动则是通过引导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解

决城市劳动力不足的问题。政府应加大城乡基础设施建设投

入，优化公共服务供给，吸引更多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就业。

为了减少迁移过程中可能遇到的社会适应性问题，应鼓励企

业和地方政府提供相关的安置计划和职业培训。

通过上述综合性策略，可以有效引导适龄人口投入劳

动力市场，缓解劳动力市场供给不足的问题。这些策略的实

施需要政府、企业和社会各界的协同努力，以确保政策改革

的效果最大化。

3.3 实施积极的老龄化政策，使老年人在社会生活

中发挥更大作用的策略探讨
实施积极的老龄化政策是应对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市

场供给挑战的关键策略之一。具体措施包括促进老年人再就

业，以及建立支持性的法律和制度环境。

促进老年人再就业是积极老龄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政府可以出台激励措施，为雇佣老年员工提供税收优惠和财

政补贴。鼓励企业开发适合老年人的工作岗位，如灵活就业

和兼职工作。加强老年人职业技能培训和再教育，提升其竞

争力，使其能够适应现代劳动市场的需求。

建立支持性的法律和制度环境，为老年人参与社会生

活提供保障。完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制度，减轻老年人经

济负担，保障其基本生活需求。制定消除年龄歧视的法律法

规，营造公平的就业环境，保障老年人在求职过程中的合法

权益。

促进老年人参与社区和志愿服务，发挥其经验和技能

优势。通过组织社区活动和志愿服务项目，增强老年人的社

会参与感和归属感，提升其生活质量和社会贡献度。

实施积极的老龄化政策不仅有助于缓解劳动力市场供

给不足的问题，还能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社会地位，实

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研究和实践显示，这一策略在应对

人口老龄化挑战中具有显著成效。

4 结语

论文系统地探讨了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市场供给的复

杂影响，并基于对市场供给数量减少和劳动力质量改变的详

细分析，提出了几项切实可行的对策。首先，通过加强教育

和培训，提升剩余劳动力的素质，以弥补人口数量的不足；

其次，通过推动人口政策的改革，更有效地引导适龄人口投

入劳动力市场；最后，制定并推行积极的老龄化政策，使老

年人能在社会中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然而，研究也发现，

如何平衡政策导向与市场需求，以及如何实现政策的持续性

和有效性，仍然是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后续研究需要更深

入地探索这些政策措施在不同区域和不同行业中的实际效

应，以及如何在不断变化的劳动力市场环境中调整和优化策

略，确保对策的针对性和高效性。综上所述，本研究为政策

制定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和启示，有助于构建更为弹性和可

持续的劳动力市场，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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