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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老龄化社会中大学生就业创业具有显著的时代特征，即社会性与时代性相统一、继承

性与创新性相结合、依附性与首创性相关联、福利性与职能性相衔接、服务性与经济性相兼容。

大力发展老龄化社会催生的老龄产业推动大学生就业创业具有明显的关联性、可行性、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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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既面临着巨大的

就业压力，又面临着快速进入老龄化社会所带来

的挑战这样一个两难局面。破解这对难题既需要

实践探索，又需要理论思考，在思想上形成大力发

展老龄化社会催生的老龄产业推动大学生就业创

业的共识，从而达到“一岗解两难”的实效。

一、我国老龄化社会中大学生就业创

业的时代特征

国际上通用的老龄化社会标准是60岁及以

上人口≥10％或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

的比重≥7％。2011年4月28日发布的第六次

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1号)显示，60岁

及以上人口占13．2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

8．87％。这说明，我国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

老龄产业是一个涉及各个行业的综合性产业，为

大学生就业创业提供了崭新的天地，使得老龄化

社会中大学生就业创业具有显著的时代特征。

1．社会性与时代性相统一。加快推进以改善

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

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亮点和显著成就。老龄问

题、就业问题作为重要的民生问题，始终得到党和

国家的高度关心。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

告中提出“加强老龄工作”，“就业是民生之本。

要坚持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加强政府引导，完善

市场就业机制，扩大就业规模，改善就业结构。”

解决这两大问题涉及方方面面，牵扯亿万家庭。

世界的关注度、国人的关注度日益增大，参与解决

的机关部门越来越多，具有明显社会性和时代性。

人口老龄化为老龄产业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客观

需要，老龄产业为大学生就业创业奠定了产业基

础。大学生立足老龄产业就业创业，是融入社会

的途径之一，也是当代大学生肩负时代使命和社

会责任的重要标志。

2．继承性与创新性相结合。老龄产业是一个

新兴的朝阳产业。大学生围绕老龄产业进行就业

创业，既继承了中华民族尊老爱老的优良传统，又

弘扬了新时代尊老爱老的新风尚。大学生到老龄

产业就业或创业是一种新的就业创业方向，拓宽

了就业创业的新渠道，为破解就业难创业难提供

了新的启示、新的思路。把老龄产业与大学生就

业创业捆绑起来考虑，既是构建老龄工作长效机

制、加快发展老龄产业的一种思路创新，也是在新

形势下做好大学生就业创业工作的思路创新。

3．依附性与首创性相关联。从实践来看，老

龄产业发展与大学生就业创业具有较高的关联

性。大学生到老龄产业就业创业是大学生群体服

务老年群体的新尝试，是国家同步解决老龄问题

和大学生就业问题的必然选择。二者的关联性意

味着老龄产业的发展对大学生群体具有较大的依

附性，大学生充分就业创业也对老龄产业具有较

大的依附性，这种依附性体现了新形势下解决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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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投资，引入市场机制，保持老龄产业不断发展 领导才能。”大学生是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革命

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特别是进入老龄化社会后， 的大学生关注并参与老龄产业，使老龄产业由小

面向老年人的服务资源严重短缺。据南开大学的 变大、做特做强，同时将产业链拉长延伸，增加和

约为1万亿元，2050年左右，我国老龄市场的消 实践中促进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实现，为老龄

域就业创业，利用无形和有形的商品服务老年群 2．结合“地理环境和人口因素在社会发展中

体，既能促进服务业的发展，进而带动整个经济的 的作用”的观点。认清我国老龄化社会中大学生

繁荣，将老龄化社会带来的压力转变为促进大学 就业创业，是“四二一”家庭背景下的就业创业。

生充分就业创业的推动力。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认为，地理环境和人口因

⋯；三：苎警龄化社会中大学生就业创瓣震徽豁勰患蓑罢
业的理论依据 ；磊雾茬茎森蓑磊兰芸，J。父菇三莓：爻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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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社会化的需求越来越强烈，社会养老机构必将

日益增多并担负家庭养老的职能。在这样一段特

定的时期，老龄产业面临难得的发健机遇，并为大

学生就业创业提供了新的空间。

3．把握“可能性和现实性”的哲学范畴。认清

我国老龄化社会中大学生就业创业，是国家还没

有高度发达现状下的就业创业。可能性和现实性

范畴反映可能的事物和现实的事物的本质联系和

转化过程，它们之间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

“积极老龄化”是世界卫生组织1999年在“健康

老龄化”基础上提出的一个新观点、新理论。人

口总量大，就业人口多，劳动力供给大大高于需

求，未富先老，老年人口数量居世界首位，这是我

国的基本国情。这一国情决定了我国只能走中国

特色的积极、健康的应对老龄化的路子。在这个

过程中，大学生在老龄产业成功就业创业具有较

大的可能性，要想把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必须学

会把就业创业的愿望与老年市场的需求结合起

来，在克服困难中摸索前进，最终把可能性变为现

实性。

4．联系“物质世界普遍联系”的原理。认清我

国老龄化社会中大学生就业创业。是城市与农村

老龄化剪刀差情况下的就业创业。唯物辩证法认

为物质世界是普遍联系的，并处于永恒的发展过

程之中。事物联系是普遍的、客观的、多样的。恩

格斯指出：“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

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

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

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4J。从城乡人口老龄

化的程度看，农村高于城镇，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

水平高于城镇1．24个百分点，全国60％以上老

年人生活在农村"J，呈现出明显的城乡倒置现

象。农村老龄问题比城市老龄问题严重，农村老

龄产业开发的空间和前途比城市更大。城市就业

难度较大，创业难度更大，大学生面向农村老龄产

业就业、创业也是一种新渠道，这同样也是社会主

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在较长时期内，城乡

大学生就业创业空间将呈现全景式互动格局，使

城乡差别在大学生就业创业的过程中拉近距离。

5．运用“对立统一”的规律。认清我国老龄化

社会中就业创业，是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向高科

技产业转型下的就业创业。对立统一规律揭示了

普遍联系的根本内容和事物发展的内在动力，是

发展和联系的基本规律之一。这个规律有利于正

确认识老龄化社会中劳动密集型产业与高科技产

业的关系。劳动密集型产业决不是落后与传统产

业的同义词，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也绝不意味着

是对资金和技术的排斥。相反，只有与资金和技

术相结合的现代劳动密集型产业，才可能实现产

业开发的持续和高效。劳动密集型产业和高科技

产业看似对立，实则统一。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

型方向是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

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老龄产业大多属于

劳动密集型产业，拥有很长的产业链，劳动力需求

量大，为社会提高了大量的就业岗位和创业机遇。

正因如此，许多国家把发展老龄产业作为应对大

学生就业难创业难的重要举措。以老龄产业带动

大学生就业创业，将会取得一石击二鸟的效果。

6．牢记“社会的发展与人的发展的辩证统

一”的结论。认清我国老龄化社会中大学生就业

创业。是承受压力与肩负责任双重负担下的就业

创业。社会发展促进人的发展，社会发展的最终

价值目的取向应是为了人的发展。个人的发展促

进社会的发展，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是一致的，辩

证统一的。大学生既面临购房、结婚、赡养父母等

压力，又肩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责任。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大学生是社会中的重要

群体之一，肩负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任，在

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和谐社会未来发展的方向，大

学生到老龄产业就业创业可以同时达到三个目

的：帮天下儿女尽孝，替世上父母解难，为党和政

府分优。大学生围绕老龄产业就业创业，自身得

到了发展，实现了人生价值，也推动了老龄事业的

快速发展，是发扬敬老、养老、助老良好社会风尚

的一种新形式。大学生面向老龄产业进行就业创

业，既可以缓解社会面临的巨大就业压力，也是推

进社会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具体体现，是促进个

人发展与推动社会进步的辩证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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