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和谐社会与老年人才资源开发 

文/杨仁辉 

   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显示，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为8811万人，占总人口的6.96%。目前60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超过了1.3亿，预计2010年将达1.7亿，2020年达2.5亿，2030年达3.3亿[1]。
这表明我国已出现严重的人口老化现象，且具有时间短、速度快的显著特点。人口的快速老龄化发
展，预示着人才老龄化发展趋势的到来。全国14万多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中，有近11万人到了
退休年龄[2]，500多万各类离退休人才中，具有高、中级技术职称的约占70%，专家预测，我国实
现本世纪前10年经济发展目标的人才缺口将达1000万人[3]。人才短缺和严重的老龄化发展趋势使
老年人才资源开发成为当务之急。 
   一、对“老年人才”的再认识 
   《现代汉语词典》将“人才”界定为：德才兼备的人；有某种特长的人。胡锦涛总书记提出
的人才新标准是：坚持德才兼备原则，把品德、知识、能力和业绩作为衡量人才的主要标准，不唯
学历，不唯资历，不唯身份。发达国家则将能力导向和业绩导向作为衡量人才的重要指标，前者重
在考察个体的综合能力和专业水平，后者侧重于对个体实际工作业绩的检测。可见人才没有年龄的
界限，凡是具备优秀的综合能力、专业素质和工作业绩的人都是人才。 
   老年人才属于人才总体的一部分。老年问题机构指出：老年人才在60-80岁阶段仍然处于可开
发利用的时期。事实证明，老年人才在现代化建设的各个领域，为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正在做着
或可以做出很大贡献。比如：郭沫若、冰心等80多岁仍在继续创作；截至2003年底，我国有中国科
学院院士688人，中国工程院院士663人，前者平均年龄已超过74岁，后者超过64岁[4]。 
   二、开发老年人才的必要性 
   1、开发老年人才是知识延续的需要。首先，科学技术具有继承和发展的特性，无数发明创造
都是知识积累的结果。牛顿曾说：我之所以有现在的成就，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上。其次，知识
按其存在的可察觉性被划分为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显性知识是有外在表现形式的、被明确记录于
载体的知识，可以通过“讲授、自学”等方式获取。隐性知识则没有被记录于有形的载体，通常存
在于拥有者的头脑里，学习者只能通过观察、模仿，然后自己领悟、实践，循环往复才能建构自己
的隐性知识。不同的人的隐性知识是绝对不同的，因为隐性知识是个体通过学习、实践获得的“只
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经验、感受和技能。青年人具有培养、发展的潜力，在就业竞争中拥有很强的
优势，但由于经历的事情少，缺乏经验，所以经验智力和背景智力都弱于老年人才，在解决实际问
题时往往因考虑不周或经验不足而力不从心。面对人才老化与人才断层的困境，为了减少隐性知识
的流失，有必要加强老年人才资源开发，充分发挥他们传、帮、带的作用。 
   2、开发老年人才是创建节约型社会的内在要求。21世纪，知识是最具有竞争优势和可持续发
展的关键性战略资源，而拥有知识的人则是一切生产资源中最重要的资源。由于生命个体必须经过
培训，掌握了一定的知识和技能以后才能被称作“人才”，所以“人才”是资本投入的产出物。现
代人力资源管理认为“人才投入产生率（人才投入产出率=人才创造的价值/培养人才所需的费用
*100%）”是反映人力资源利用效率的重要指标。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组长牛文元教
授将人力资源分为体能、技能和智能三种能力，同时指出三者所需的培养成本和对国家的贡献存在
巨大差异。如果说培养一个教授或科学家投入的成本是一个劳动力的9倍，那么前者创造的价值却
可能是后者的100倍[4]。也就是说，前者的投入产出率是后者的10倍以上。因此，大力开发处于高
产出期的老年人才是提高人力资源利用效率的有效举措。 
   3、开发老年人才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建设是充满活力、多元化的和谐社会，必须调动一
切可调动的积极因素，形成社会和谐的强大动力，促进社会文化建设，营造文明、有序的社会环
境。老年人才在他们成长和创造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人生阅历和实践经验，在和谐社会的建设过
程中，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用他们的人格魅力和学术威望营造和谐、文明的引力场，引导青年
人的思想和行为向文明、有序状态发展。 
   4、开发老年人才是关注老年人心理健康的有效举措。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就人的需求
而言，除了生理需要还有高级心理需要（社会性需要和创造性需要）。这两类需要象金字塔一样分
为五个层次，生理需要处于最低层，依次上升是安全需要、爱与归属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的
需要。多数老年人才虽然退休了，却依然胸怀 “用毕生的精力和智慧筹就事业的辉煌”的豪情，
他们情感细腻，看重自我价值的升华，对关爱与尊重的渴望强于普通老人。因此，为老年人才提供
就业机会，让他们的社会性需要和创造性需要在组织关爱中得到满足，激发更多的创造性，完美展



 

示其人生价值，可有效避免退休带来的孤独与失落等消极情绪，创建心理健康发展的良好环境。 
   三、开发老年人才的可行性 
   1、老年人才开发工作拥有强劲的政策支持。党和国家历来重视老年人才工作，为了营造良好
的老年人才开发、利用环境，先后出台了若干关于老年人才工作的文件，比如《关于发挥离退休专
业技术人员作用的暂行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关于进一步发挥离退休
专业技术人员作用的意见》等等，中心思想就是要求全社会对老年人才的知识、技能、实践经验以
及优良品德给予高度重视，充分发挥他们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积极作用。 
   2、老年人才的心理需求和身体状况使开发工作成为可能。第二届中国老年人才论坛的统计资
料显示，目前500多万离退休人员中，身体健康，精力旺盛，能继续发挥作用的老年人才约占70%，
上海高校退管会对退休人员的《调查报告》也显示，有11.98%的被调查者非常愿意工作，47.6%的
被调查者愿意工作[3]。这表明大部分离退休老年人才支持开发工作。虽然他们的自然年龄已进入
老龄阶段，但他们依然渴望融入社会工作，参与社会发展并从中获取幸福，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
说：“既然人天生是社会的生物，那他就只有在社会中才能发挥其真正的天性。” 
   3、老年人才的智力现状为开发工作奠定了基础。美国心理学家斯腾伯格认为智力是“分析性
能力、创造性能力和实践性能力之间所达成的一种平衡。”近年来其他学者相继提出“智力是认识
关系的能力，以及运用这些关系解决问题的能力。”“智力包括有目的地适应环境和改造环境的能
力。”等观点。可见智力实质上是人的综合能力，包含学习能力、问题解决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
斯腾伯格还将智力细分为成分智力、背景智力和经验智力。具有经验智力的人能够很快适应环境，
善于运用知识经验来解决新问题；而背景智力则反映出个体适应环境、选择环境及改造环境的能力
[5]。老年人才在经验智力和背景智力方面都强于青年人。此外，心理学家通过研究智力发展过程
得出结论：不同性质智力的衰退速度是不均衡的，通常手眼的协调和动手操作能力从35岁开始衰
退，而写作能力则从65岁才开始出现衰退。心理学家还发现，智力水平高、受教育程度高的人智力
衰退的年龄会推迟，衰退速度也较缓慢。也就是说，伴随生活水平的提高，不仅人的寿命在延长，
智力水平高峰期也在延长。 
   四、开发老年人才的途径构想 
   开发老年人才资源在我国尚属新生事物，当前人才工作处于领先地位的地区已开始逐步关注
对老年人才的开发。北京有离退休人才开发中心，上海有离退休专家协会，湖北成立了老年经济实
体等，但仅有这些还远远不够，面对全国性的人才老化与人才稀缺问题，应该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开
发老年人才的高潮，高度重视银发人才的知识、经验和技能，关注他们的心理和生理健康，最大范
围的营造老年人才开发利用的环境氛围。 
   1．改革现有退休制度，适当延长人才的退休年龄。心理学家的研究结果表明，科技人才的智
力衰退通常会滞后于现行退休制度规定的退休年龄，其有为期将随组织提供的机会而延长。目前，
日本有1/4的老年人仍在继续工作，70%的人赞成60岁以后还能从事一定的适合自己的工作。而且日
本政府还将有专长的老年人才输出到国外工作[6]。在我国只有院士实行终身制，但实际上还有大
量的老年人才，包括高技能老年人才具有很强的开发价值。因此，改革现有的一刀切退休制度，从
岗位对人的能力要求出发，对不同层次的人才实行不同的退休年龄。通过适当延长以智力工作为主
的科技人才的退休年龄，通过延长他们的高产出服务期，实现社会与个体双赢的效果。 
   2．设置退休教授流动站。我国高等院校老年人才有35万人左右，占全国同年龄段50多万高级
知识分子的70%[7]。对高校的高级知识分子进行二次开发，应成为老年人才开发工作的重心。各单
位根据学科发展或生产经营的需要，创设退休教授流动站，为退休教授搭建工作平台，提供资金保
障，通过创建实验室、开办培训班、举行理论专题讲座等形式，促成青年一代在教学、科研、理论
知识及生产技能方面的快速成长。 
   3．设立专门机构帮助老年人才再就业。老年人才再就业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关心。日本是最早
面临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国家，但日本也是老年人才开发最有成效的国家之一。借鉴日本的经验，政
府出面设立专门机构，宣传老年人才的价值，破除传统的思维定势，充分认识到老年人才的流失将
意味着经验、技能等大量隐性知识的流失。政府要积极为老年人才搭建信息平台，通过互联网或举
办老年人才招聘会等形式，为老年人才提供再就业机会，充分发挥人才工作“以人为本，构建和谐
社会，创建和谐人才使用模式”的效力（作者单位：重庆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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