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03 ·

第 39 卷  第 1 期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                             Vo1. 39  No. 1

2025 年 2 月         J O U R N A L O F  C H I N A U N I V E R S I T Y O F  L A B O R  R E L AT I O N S                  Feb. 2025

*［收稿日期］2024-06-18 
［基金项目］本文系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应用型本科院校转型发展职业本科教育的理论基础与
推进策略研究”（项目编号：23NDJC323YB）、教育部高校国别和区域研究备案中心四川师范大学日韩
研究院 2024 年度项目“日韩创业型大学支持政策与发展模式研究”（项目编号：2024RHZC005）的阶
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王佳桐（1990—），男，山西运城人，创业学博士，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科研处副处长、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人口与教育、产教融合、创业管理；王畅（1997—），女，黑龙江绥化人，温州大
学创新创业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创业教育、数字化改革、创业管理；施永川（1980—），男，浙江
温州人，教育学博士，温州大学创新创业学院院长、教授，研究方向为创业管理、创业教育。

一、前言

随着全球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如何优化劳动力结构、开发老年人力资源、释放银发经济活

力，成为学术界和政府部门关注的热点问题。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

报数据，中国 60 岁以上老年人就业人口数量达到 1.9 亿，占全国人口的 13.5%，创下历史新高。

到 2035 年前后，我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将突破 4 亿，占总人口比例将超过 30%，进入重度老龄化

阶段 [1]。我国正面临老年人口基数大、人口老龄化趋势明显等严峻问题，开发老年人力资源需要

前瞻因应。《中国发展报告 2020：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政策》指出，“十四五”时期将成为

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最重要的“窗口期”[2]。在此背景下，采取积极措施鼓励老年人创业是减轻人

口老龄化负面影响的重要突破口。

老年人创业是指老年群体参与创业活动的过程 [3]。作为响应全球“积极老龄化”理念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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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措之一，老年人创业可以充分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也是解决潜在就业市场危机的关键 [4]。

鼓励老年人创业是老年人参与社会发展、推动社会创新、实现积极老龄化的重要方式 [5]，发达国

家在支持老年人创业方面展开了有益探索。

遵循案例选取的规范性原则、典型性原则和目标抽样原则，本研究选取日本、韩国、芬兰、

德国四个国家作为案例。首先，四个国家都采取了一系列政策鼓励和支持老年人创业，资料和数

据较为丰富，可提供完整的证据链，有利于遵从案例选取的规范性原则。其次，日本、韩国、芬兰、

德国的年长创业者在其人口中的比重分别为 3.2%、8.3%、4.9%、3.1%，这说明其政策实施在各自

的国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案例选取和关键事件分析具有较强的代表性。最后，四个国家的案例

体现出系统化老年人创业支持政策的作用机制，可以有效促进理论构建。

多案例分析结果可以为我国制定兼具多地区适应性与情境激励性的老年人创业支持政策提供启

示。例如，日本制定并实施了多种支持老年人创业的政策和法规，呈现出国家直接或间接引导、省

级政府实质管理与执行、地区微观自治的政策格局。在这些政策的影响下，日本老年人创业人数大

幅增加。韩国鼓励老年人与青年合作共创，将针对青年制定的创业政策拓展到老年人群体。德国的

老年人创业支持政策更为具体化，各个州政府为 50 岁以上的德国公民专门开设了创业学校，为老年

人提供各种创业培训计划和针对不同年龄段的专项方案，以此来促进老年人技术型创业。芬兰则从

社会福祉的角度规定企业为失业和退休人员提供再就业及创业培训，服务老年人创业人才。相比之下，

我国对于老年人创业的政策支持体系建设尚处于萌芽阶段。对于老年人群体的创业活动关切不足、

针对中老年人创业的教育内容和服务基本缺失 [6] 等问题有待解决。宏观政策应当关注到老年人创业

的需求和现状，充分发挥政策导向在老年人创业方面的积极作用，推动积极老龄化。

二、老年人创业的理论基础

正如有一些项目为女性、少数族裔和移民企业家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一样，老年企业家也应该被

视为值得特别关注的群体 [7]。老年创业者通常指年龄处于 50—64 岁之间的创业者，也被学界赋予成熟

创业者（Seniorpreneur）、晚年创业者（Latepreneur）、第三年龄创业者（Third-age entrepreneur）、银

发创业者（Grey entrepreneur）等称谓 [8]。客观地看待老年人创业带来的影响，明晰老年人创业的优势

和劣势，对于规范、引导和支持老年人创业，并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具有积极意义。

（一）老年人创业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

有研究表明，全球老年人的创业率正在逐渐提高 [9]，年龄在 50 岁及以上的企业家数量正在迅

速上升。根据 OECD 的统计，2020 年欧盟 50—64 岁的劳动人口中约有 18% 是个体经营者，65—
69 岁的这一比例增至 39%[10]。随着人均预期平均寿命的增加，个体的风险承担意愿和创业效能感

逐渐提高，企业家精神在老年人群体中也在不断增强。作为一种生产性活动，创业能直接或间接

地创造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而以老年人作为创业主体的银色创业有助于应对老龄化冲击、提升

创业的社会创新潜力。

老年人群体参与创业活动既是个体的事业选择，又可以充分利用其积累的经验与资源持续地

创造价值，为社会发展作出贡献。一方面，老年人创业会为经济发展带来积极影响，如降低失业率、

增加平均收入、创造就业机会和扩大经济活动人口等；另一方面，老年人创业也会带来诸多非经

济方面的影响，如提高个体成就感、减少对社会服务的依赖、延续自我价值、保持健康、加强老

年人群体的社会融入 [11]、提高老年人生命质量和福祉、促进社会和谐 [12] 等。根据活动理论（Activity 
Theory），社会性活动和生产性活动（socially and productively oriented activities）的参与度对晚年

幸福感至关重要 [13]。此外，老年人创业有助于事业传承和经验传递，深刻推动了社会与文化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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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创新，有效提升社会生态系统的多元化与包容性。综合以上分析，探讨制定完善的老年人创业

支持政策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

（二）老年人创业所具备的优势

学术界通常从三维资本理论的视角来探索老年人创业的现实可能性，即认为老年人在人力

资本、社会资本、心理资本方面拥有较为明显的优势。本研究借鉴三维资本理论，将老年人创

业具有诸多优势概括为以下五个方面。一是老年人具备较高的晶体智力。晶体智力（Crystallized 
Knowledge）是指需要经过教育培养，通过掌握社会文化经验而获得的智力，其特征是随着年龄增

加而有所增长 [14]。老年人具有多年的工作经验和丰富的社会经验，晶体智力经过积累和存储使得

老年人相对于年轻人更有优势，并对创业产生积极影响 [15]。此外，老年创业者倾向于选择自己退

休前从事的相关工作项目，充分利用自身的专业技能和特长开展创业活动。熟练的专业技能和对

行业的了解有利于老年人发挥晶体智力的优势。二是老年人群体具有相对较强的创业领导力。较

强的管理能力是老年人创业的具体优势之一 [16]。研究表明，老年是最具创业精神的年龄段，处于

第三年龄（50—64 岁）的人口在创办企业过程中所遇到的阻碍，相对于 20—49 岁的人口要少 [17]。

在创业团队中，年长的创业者通常更具话语权和决策权威。三是老年人通常有相对较为殷实的经

济基础，通常有能力满足创业项目对资金的初始要求。老年人经过前期生命历程的资源积累，通

常具有良好的财务状况 [18]，以及较小的生计压力。原因在于许多创业资源，如可支配收入、可作

为银行贷款抵押的资产、社会资本等会随着人年龄的增长而积累 [19]。四是老年人的心理素质较强，

尤其体现在谨慎、稳健、解决复杂问题及应对危机等方面。高龄创业者相对于年轻创业者，对创

业风险的担忧更少。五是老年人广阔的人脉资源可以高效率地组建创业团队并发掘客户群体。老

年人所积累的丰富的人脉关系，是企业发展的重要社会资本 [20]，有助于初创企业快速成长。

（三）老年人创业所面临的挑战

在传统观念中，老年期被视为应该休息的阶段，老年人通常被归为弱势群体 [21]。对于老年人

而言，从事创业活动存在着一定的挑战，主要体现在创业态度、学习能力、身体素质、社会文化

氛围等方面。首先，老年人对于创业的态度并不足够积极。部分老年人选择以“无为”的方式安

享晚年而拒绝从事创业活动，忽略自身的价值与创业潜能。这种观念通常影响着老年人群体的创

业心态，表现在其创业热情和创业意向普遍偏低。其次，时代的发展对于创业者的要求越来越高，

知识经济时代和数字化的背景敦促老年创业者主动地学习新知识、运用新知识、开创新商业模式，

而这恰恰是老年人的短板。加之部分老年人参与新知识、新工具学习的频率不高，他们在计算机

操作、电子商务、企业管理等方面知识较为薄弱，严重阻碍了创业的道路。再次，创业的过程十

分艰辛，对老年人而言，面临着身体状态的考验。在创业过程中需要处理和面对繁忙、复杂的事务，

身体机能的衰退可能使身体状况欠佳的老年人难以应对。最后，社会文化氛围也会带来一些影响。

传统观念普遍认为老年人接受新技术和信息的速度较慢，因此可能无法有效地经营企业，囿于成

见的投资人也通常青睐相对年轻的创业者。

三、日本、韩国、德国、芬兰的老年人创业现状

20 世纪以来，各国人口老龄化加剧，劳动力结构不断变化，四个发达国家的老年人创业率呈现

与经济发展周期相关的波动。本研究对比了四个发达国家老年人创业活动的区域数据，并分析了其

老年人创业发展现状。根据 2023 年 OECD 的统计报告，日本、韩国、芬兰、德国 50—64 岁的老年

人创业率（Nascent Entrepreneurship Rate）分别为 3.2%、8.3%、4.9%、3.1%[22]。根据日本中小企业

厅 2019 年发布的《中小企业白皮书》，年龄在 50—64 岁之间的日本中小企业管理者约占 14%，企

业主的平均年龄呈现明显的增长态势 [23]。韩国的老年人创业数据则更加可观，2014 年，在每 10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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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个体工商户中，就有 8 位年龄在 50 岁以上，老年创业者占了很大比重 [24]。可见，在以上四个

发达国家，临近退休和已退休的老年人群体正逐渐把创新创业当作一种有吸引力的人生选择。

（一）日本老年人的创业现状

日本将 50 岁以上创业者的创业行为称为“技能型创业”，强调基于经验和技能方面的优势来

开展创业活动。日本政府对老年人创业活动在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有着深刻的认

知，通过陆续出台相关政策保障老年人创业的合法权益，并提供资金支持。自 20 世纪末以来，日

本 50 岁及以上创业的人数比例逐渐增加，1991 年，50 岁以上创业者的比例为 11.5%，2000 年和

2010 年分别增加到 23.8% 和 26.6%。2013 年，企业经营者的平均年龄约为 60.4 岁，到 2021 年，

该年龄为 62.5 岁。可以看出，日本企业经营者的平均年龄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 [25]。

日本老年创业比例的上升，与第一批婴儿潮出生人口的大范围退休有关。日本政府在 2013 年

发布了《高龄者就业保障法》，将退休年龄从 60 岁延长至 65 岁，这意味着老年人领取退休金的

年龄亦推迟至 65 岁。在该政策的影响下，很多日本民众开始创业以增加晚年的经济收入。对自我

实现的追求亦使企业家精神在日本社会广为传播。可以看出，日本老年人创业动因逐渐从外在原

因转化为内驱动力，身体健康的老年人并不满足于在闲暇时光中度过晚年，而积极主动地将创新

创业作为晚年职业规划的重要选择。

（二）韩国老年人的创业现状

 截至 2021 年，韩国 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 16.7%，韩国预计将成为世界上老龄化最严

重的国家 [26]。在韩国，由 40岁以上人群创办的公司占所有初创公司的比例约为 67%（截至 2021年）。

在韩国老年人创业公司中，服务业占比较高，知识型产业占比较小。这表明，韩国老年人在技术

型创业方面，即应用技术相关的经验创业的比例较低。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多的创业者因失

业而创业。在 50 岁以上的韩国创业者中，约有 60% 一边工作一边创业，约 71% 没有创业经验，

这意味着很多人正在考虑将创业作为就业的替代方式。

（三）德国老年人的创业现状

德国的平均退休年龄超过了 65 岁，接近欧洲的平均值。但相对于其他欧洲国家，德国老年人

创业较为活跃，尤其表现在老年企业家在数量和质量方面均超过了欧洲平均水平。究其原因，在

于德国老年人能够认识到自己相对于青年时期，拥有更多的经验和人脉关系，这被视为进行创业

的优势。这种意识是焕发老年人创新创业热情的基础。在德国 50—64岁的成年人中，6.9%考虑创业，

7.4% 处于早期创业阶段，占比相对较高 [27]。在德国所有的初创公司中，有 14% 的公司创始人年

龄为 55—64 岁之间（2009 年至 2017 年的平均值），并且该百分比还在增加。2020 年，德国 50—
64 岁人口中自我雇佣的比例约为 51.7%，而欧盟该数据的平均值为 40.7%[28]，且该百分比还在继

续增加。2013 年至 2017 年间，德国 50—64 岁的企业家中，以生计类企业的比例约为 20%，低于

欧洲平均水平（约 25%）。技术、知识型创业企业的比例约为 80%，而欧洲平均水平约 75%。较

为活跃的老年创业指数体现着德国老年群众中较为普及的创业意识、企业家精神和积极的创业态

度，反映出德国老年人创业支持政策颇具成效。

（四）芬兰老年人的创业现状

在芬兰的创业公司中，创始人年龄在 54—64 岁之间的公司占比约 16%（截至 2016 年），这一

比例在过去十年中一直保持稳定。与退休年龄相近的欧洲国家相比，芬兰 50—64 岁考虑创业的比例

较低（4.2%），这与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即失业者可以享有失业救济金和技术培训等再就业支持。

然而，芬兰老年人较早开始实际创业的比例较高（8.3%），且创业的质量较高。2012 年至 2016 年间，

芬兰老年人初创企业中技能 / 知识类型的初创企业约占 82%，这一比例高出了德国。

综合以上分析，四个国家的老年人创业率在逐渐提高，老年人创业活动具有客观需求与内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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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并存、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兼顾、政策导向与个人选择并重等共同取向，呈现较为良好的发展态势。

四、日本、韩国、德国、芬兰的老年人创业支持政策

创业政策是政府以支持创建企业活动为核心，为激励本国或地区经济主体的创业精神、提高

创业活动水平而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 [29]。根据社会认知理论，政策支持等环境要素会对人的认

知和行为产生重要影响 [30]。实施创业政策可以提振老年人的自我效能感，促成创业行为。实证研

究表明，创业支持政策可以提高创业者的创业意愿，并提高初创企业的存活率 [31]。创业政策已经

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许多国家通过制定创业政策引导鼓励创业活动的开展 [32]。日本、

韩国、德国、芬兰等发达国家为老年人群体制定了针对性的创业政策，可以总结为多维推动型、

平台驱动型、环境支持型、系统拉动型 4 个类型。

（一）日本：多维推动型，有序而协调的政策体系

老年人创业在日本得到了多个层面的支持，包括出台专门的法律、提供专项金融资金和设置

专门机构等。这些支持措施形成合力，共同促进老年人创业。

首先，日本对老年人的创业支持体现为法律的直接推动。2013 年，日本颁布的《老年人就业

保障法》规定，雇主必须支持老年工作者就业和再就业，这为老年人创业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支持。

从 2016 年开始，日本政府规定，对于 60 岁创业并雇用两名及以上 60 岁以上雇员的老人，最高支

付 200 万日元的必要费用。对于 40—59 岁的企业家提供高达 150 万日元的补贴，以进一步激励低

龄老年人创业。近年来，日本相继出台了《高年龄者雇佣就业政策》、修订《新事业创业法》等法律，

加大老年人创业的支持力度。

其次，对老年人创业提供一定的金融支持，建立针对老年人创业的融资制度。日本政府修订《新

事业创业法》，允许以 1 日元为创业启动资金，降低老年劳动者创办公司的门槛。该法律还规定，

如果老年人在创业过程中需要贷款，可以取消贷款保证，且贷款利息和手续费均给予适当的优惠。

针对三人或以上老年人共同创业的企业，日本厚生劳动省给予奖励“共同创业支援金”[33]。日本

金融公团（Japan Finance Corporation）推出了针对老年创业者的优惠利率贷款制度，特别针对具

有 6 年以上实地经验的 60 岁以上老年人。这些金融措施有助于降低老年创业者的创业成本，有效

地提高了日本老年人的创业意向，并推动创业项目落地。

最后，各级政府联动并设置相应服务机构积极支持老年人创业。例如，日本厚生劳动省为鼓

励和帮助老年人创业，在业务咨询、创业政策指导和资金援助等方面提供帮助 [33]。部分日本地方

政府支持当地的信贷银行与资金短缺的创业公司建立联系，帮助创业者筹措资金。在日本的很多

地区，通过政府牵头经营创业广场等方式，为老年创业者提供全面的创业服务。初创企业在创业

广场的入驻期限为 5 年，经审核可延长期限。得益于这种支持，大多数在创业广场的老年人创业

公司通过在该地区建立基金会和创造就业机会，并为区域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例如，位于东京

的 Venture Plaza 创业广场为老年人创业者提供场地，并补贴部分（约 1/3）租金。此外，该广场还

提供管理、销售渠道、会计、技术许可、法律咨询等相关服务，以帮助老年人创业者更好地开展

业务。2010 年至今，日本地方政府支持的创业组织持续关注老年创业的发展趋势。这些社会组织

为老年创业者提供了针对性和个性化的支持，包括创业培训课程、技能创业研讨会、管理经验传授，

以及财务和市场开发等方面的信息和建议。

（二）韩国：系统拉动型，全纳而包容的资源整合

韩国建立了系统化的老年科技创业扶持体系，打造了以创业、成长、发展、再挑战为核心循

环的老年创业生态系统。韩国老年创业生态系统的成功有几点经验：一是要设立和扶持科技型老

年人作为创业政策的扶持对象；二是要制定政策性支持，扩大资金来源，以风险投资的方式对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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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人创办的科技类企业直接融资；三是对现有的中老年科技创业扶持项目进行重组，方便来自不

同地区的老年人参与创业项目；四是韩国地方政府对区域老年人创业提供有地域特色的支持。

第一，设立和扶持科技型老年人作为创业政策的扶持对象。韩国政府于 2010 年实施了老年人

创业支持项目。该项目旨在发挥老年人的专业知识、人脉网络等资源，为经济增长作出贡献。鼓

励老年人将经验和专业知识与初创企业联系起来。该项目的重点是建立各类职业发展型的养老创

业扶持基础设施。韩国政府与三星电子等 50 家大公司和公共机构合作共建了退休人员信息数据库，

建立了公私合作系统。该项目选择老年创业学校作为教育培训机构，针对 20 个行业为老年人开展

了专业的创业教育。

第二，韩国政府为老年人提供专门的经济支持和创业补贴。中央政府中老年技术创业中心支

持项目的预算 2021 年为 42.24 亿韩元，2023 年为 46.8 亿韩元。在地方政府方面，首尔市政府于

2011 年 8 月开设了老年人创业中心，为 40 岁以上的准企业家和创业 3 年以内的企业家免费提供办

公空间、家具和共享工作场所，并给予一定资金支持。

第三，韩国政府整合既有的中年和老年科技创业扶持项目，启动了特色鲜明的老年创业支持

计划。例如，2017 年韩国政府设立运营“代际融合创业校园”扶持项目，鼓励富有经验的 40 岁

及以上中老年人与富有创意和技术的年轻人共同创办企业。代际融合创业校园项目以具有 10 年以

上工作经验的 40 岁及以上中老年人为支持对象，并在全国选拔出了 131 支创业团队。入选的团队

可以获得高达 1 亿韩元的商业化资金，并在创业教育、培训指导、商业网络等创业初期的各个阶

段给予密集支持。而后，2019 年，为激励有技术专长的中年创业者进行科技型创业，韩国政府将

此前支持的老年科技创业中心更名为“中年科技创业中心”，为创业者提供创业空间、专家咨询

辅导和必要的创业教育等创业支持服务。中老年科技创业中心的数量由 2011 年的 7 家增加至 2019
年的 27 家，同时兼顾中老年人个体的特长，针对性地发挥出了创业导师的专业作用。

第四，韩国地方政府对区域老年人创业提供有地域特色的支持。2011 年，地方政府和与相关

部委通力合作，建立了完善的老年创业扶持体系。地方政府组织建立了 7 个老年人创业广场，作

为向准备创业的老年人提供办公场所和创业信息的基地。中小企业和创业部为每个创业广场提供

了 1.5 亿韩元的运营费用。2014 年，韩国建立了 15 个老年人创业中心，利用地方政府和高校闲置

场地，为准备创业的老年人提供办公场地、专家咨询、创业教育等服务。   
（三）德国：平台驱动型，专业而具体的策动格局

德国建立了由国家、地方和当地三级政府负责的创业政策体系。德国重视树立和宣传老年创

业者的榜样，由此提高人们对老年创业潜力的认识。The RKW Kompetenzzentrum 等私营咨询公

司也增加了对老年创业的支持，提供包括有关创业知识、培训、辅导和业务咨询等方面的建议。

德国鼓励老年创业者申请 ERP-Gründerkredit 或 Mikrokreditfonds Deutschland 等小额贷款。德国

联邦政府关注和鼓励 45 岁以上的创业者，并为各个年龄段的创始人制定了不同的支持计划，如

Founder 45 Plus、Gründer 50Plus、Perspektive 50Plus 等项目。这些项目承担着创业服务平台的角色，

对于老年创业活动有广泛的引导和驱动作用。本研究以 Gründer 50Plus 项目为具体案例，分析德

国老年人创业支持政策。

Gründer 50 Plus 成立于 2012 年，是一个支持 50 岁及以上人士创业的非营利组织，为老年人

创业提供阶段性的教育培训、咨询和网络服务。在针对老年人的创业教育方面，G ründer 50Plus 提
供了一套循序渐进、详细完备的支持计划，包括信息会议、定向工作坊、强化工作坊、创业辅导、

高级研讨会 5 个关键步骤。

该平台是德国老年人创业支持体系中完善创业教育的集中体现。在该项目中，第一步是信息会

议，旨在为有兴趣创业的个体提供基本信息和指导。该步骤通过个人咨询或公开会议的形式进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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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创业者提供商业理念、筹集商业资金的方式以及初创企业所需服务等关键信息。第二个步骤是

定向工作坊，为创始人提供了一个深入学习和完善创业理念的机会。在这个 8 小时的工作坊中，老

年创业者将学习创业所需的基础知识，并将他们的创业构想进行具体化。第三个步骤是强化工作坊，

这是一个为期 10 天左右的阶段。老年创业者将他们的创业理念转化为可行的商业实践，平台为其提

供服务和案例研究。第四个步骤是创业辅导，平台提供包括融资、营销和销售策略、人员管理、协

调支持和操作管理等个性化的服务。该阶段的支持通常在 3 到 6 个月内开展，总时长超过 40 小时。

第五个步骤是高级研讨会，旨在为老年创业者提供与初创公司相关的特定主题的额外培训。高级研

讨会涵盖与企业运营相关的具体内容，例如创业资金管理、法律事务处理以及客户策略。

 作为一个创业服务平台，Gründer 50 Plus 将 75 个组织的创业者与外部团体、组织和投资者联

系起来，以支持老年初创企业的发展。Gründer 50 Plus 组织运营的费用中的 70%—80% 由其所在

地区的州政府承担，其余支持费用由该中心通过其自身的项目收入支付。在该项目的支持下，德

国老年创业者的数量和创业质量相当可观。自成立以来，Gründer 50Plus 项目至少支持了 6000 家

老年创业公司。

（四）芬兰：环境支持型，稳定而持续的社会保障

芬  兰建立了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并对老年创业者提供经济支持、教育培训、特殊计划等创

业支持。良好的制度环境使芬兰形成了积极友好的社会文化氛围，将银色创业视为提升社会福祉

和可持续发展的积极举措，使得老年人创业支持政策富有成效。

首先，完善的政策与制度。从 2017 年开始，芬兰逐渐完善政策制度，颁布“公共创业补助金

制度”等政策，使给予失业者的福利也可以作为创业福利（Entrepreneurship Pack-age），并为所

有年龄的创业者提供为期 18 个月的固定补贴。失业人员可以在准备创业的同时领取失业救济金。

其次，丰富的创业教育。芬兰为老年创业者提供创业辅导培训。芬兰不仅对失业人员进行再

就业教育培训，还强调创业培训。芬兰政府规定雇主提供教育和培训计划来支持老年人创业，帮

助被解雇的员工再就业，包括工作流动和创业。芬兰积极支持老年人创业准备工作，并要求企业

以负责的态度体现对于人才就业的保障。在芬兰，雇主解雇员工时必须提前通知员工，并提供额

外的带薪休假，以便员工准备重新就业或创业。当雇主解雇 10 名或更多员工时，雇主必须与相关

员工协商，制定详细的教育和培训计划，以协助被解雇人员再就业、参与招聘或创业，并通知公

共就业服务机构。对于雇主解雇少于10名员工的情况，政府机构将提供支持或赞助上述教育和培训。

最后，由政府主导的有针对性创业支持案例。芬兰政府积极与私营部门合作，以支持老年人

创业。以“桥梁计划”为例，该计划在资金规模、持续时间、参与者数量以及绩效方面取得了显

著成绩，积极推动了芬兰的年长的失业者踏上创业之路，带来了初创公司数量的增长、销售额的

提升以及就业机会的增加等多重连锁效应。2011 年，芬兰政府推行“桥梁计划”，为受诺基亚公

司裁员影响的员工提供创业教育、种子资金、信息和咨询服务，以及银行担保。为鼓励失业人员

再就业或创业，“桥梁计划”承诺为每个创业团队提供至多 100,000 欧元的支持。参与“桥梁计划”

并踏上创业之路的人中，有约 36% 年龄在 45 岁以上。这些创业者创建了许多公司，带动了包括

ICT、教育、咨询等行业的发展，为国家经济发展和创造就业岗位做出了卓越贡献。芬兰的“桥梁

计划”促进了创业生态系统发展，体现了芬兰对于鼓励老年人创业的重视程度，芬兰公民普遍将

创业视为一种值得尊重的谋生选择。

从整体上看，日本、韩国、芬兰和德国对于老年人创业支持政策的改革发生在不断变化的社

会经济条件下，政府主动进行了适应性调整。四个发达国家采取了行之有效的举措，包括构建完

善的政策支持体系，制定有地方特色的扶持计划，提供专业的创业教育培训和充裕的资金。这些

举措在老年人创业意愿激发、权利保障和能力支撑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典型发达国家老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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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支持体系具有突出特征：政府政策发挥主导作用，政策成效受到创业教育培训、专项资金支持、

社会文化氛围的辅助作用。

四、健全我国老年人创业支持政策体系的建议

老年人创业作为一种创业活动，必然是一个系统性的动态过程，既会受到输入端即前置条件

的影响，也会通过实施环节带来相应的输出端即产出结果。经济学研究表明，政策改革可以减轻

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经济后果 [34]。因此，老年人创业支持政策是缓解人口老龄化压力的重要举措，

已成为典型发达国家的共同战略选择。近些年以来，我国亦逐渐重视和细化积极老龄化政策，相

关政策梳理如表 1 所示。

表 1　中国政府推进积极老龄化的政策

发布机构 发布时间 文件

中共中央、国务院 2020.11.21 《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

中共中央 2020.11.3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
远景目标的建议》

中共中央、国务院 2021.11.18 《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

国务院 2021.12.30 《国务院关于印发“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的通知》

国务院办公厅 2024.1.15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见》

相关政策沿革表明，我国鼓励有意愿有能力有条件的低龄老年人参与创业，积极营造“老有

所为、老有所乐”的社会环境。然而，支持老年人创业还未成为我国老龄化社会政策体系的一部分，

大部分区域如今不仅缺乏老年人创业支持政策、忽视针对其开展的创业教育和服务，而且社会文

化氛围对于老年人创业的包容性还处于较低水平。为进一步深化老年人创业支持工作的督导责任，

本研究聚焦中国特色“积极老龄化”发展之路，针对我国老年人创业政策、教育培训和氛围营造，

提出以下建议。

（一）健全老年人创业支持政策体系，充分发挥政策的导向作用

从国际经验上看，包容性创业政策对于积极老龄化有牵引、支持和督导作用。各级政府应该

充分意识到老年人创业的社会效应，即社会福祉的提升和政府养老负担的减轻。目前，我国已经

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创业支持政策体系，但是缺乏针对老年人的创业政策群，无论是在法律、制度

还是具体政策实施层面，与发达国家差距较大。我国应健全从中央到地方逐级细化的老年人创业

支持政策体系，打通国家政策和地方政府相配合的绿色通道，构建服务周到、机制健全的老年人

创业支持政策体系。在结构上，中央与地方政府需要通力合作，打破政策壁垒。鼓励各地建立老

年人才信息库，发挥地方创业资源供给优势建立。在空间上，筹建老年人创业支持先行试点地区，

开展老年人创业指导服务专项工作。在资金上，提供老年人创业津贴，发挥政策性奖励资金的撬

动作用。此外，可以借鉴日本和韩国的经验，完善相关法律，并出台长期的老年人创业支援计划，

为该群体创业提供优良的宏观环境。

（二）增加普惠性老年人创业培训供给，强化创业教育的驱动作用

老年人虽然在经验和技能方面具备一定的优势，但面对如今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和商业模式

的瞬息万变，难免会出现既有知识失灵过时的问题。因此，对老年人提供普惠性的、持续的、有

针对性的创业教育显得非常必要。首先，提高创业教育的普及程度，面向高龄群体定期开展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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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创业讲座和通识性创业教育课程。其次，增加创业培训时长。从日本和德国的案例来看，系统

化的创业教育至少持续 3.5 个月至 6 个月，兼具阶段性和连贯性特征。较为持久的创业培训时长不

仅能够让老年人完成职业转换，还能为提高老年创业的成功几率奠定基础。最后，制定老年人专

项创业教育计划，为有创业意向的老年人提供早期创业规划与针对性指导，匹配专业创业导师。

以日本、德国、芬兰为例，政府面向特定年龄段的群体设计了创业教育项目，使退休人员得到了

广泛的创业支持。

（三）营造老年人创业友好环境，提高社会文化氛围的支持效能

正如前文所述，老年人在创业方面拥有多方面的优势。但是在亚洲国家，无论是社会群体还

是家庭单元，甚至老年人个体，对于老年人创业多持消极态度。若要改善老年人创业环境，首先，

要营造老年人创业友好的社会文化氛围，提高老年人创业政策供给感知度，纠正创业政策作用群体

偏颇。倡导树立新型创业观，打破传统退休观等固化思维。树立典型老年人创业者榜样，做好老年

创业经验推广和宣传工作。其次，支持跨代际企业家交流合作。加强青年与老年创业者群体相互沟通，

建立共创共享的合作关系，充分发挥经验丰富创业者的传帮带作用，促成全年龄参与社会创新创业

生态的良性循环。最后，挖掘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企业家精神。发掘“老当益壮，宁移白首

之心”“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等中国特色鲜

明的创新创业精神，提倡终身奉献的企业家精神，形塑人们老年生活的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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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Entrepreneurship Status and Support Policies for Senior 
Citizens in Developed Countries

—Based on Cases from Japan, South Korea, Germany, and Finland

Abstract: Senior citizen entrepreneurship is a powerful means to harness elderly human resources, promote "active aging", and invigorate the 

silver economy. By analyzing the entrepreneurial status of senior citizens and supporting policies in four developed countries, this study outlines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s in supporting senior citizen entrepreneurship. A notable feature of the support system in typical developed countries is the 

dominant role of government policies, which are complemented by entrepreneuri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special funding support, and a conducive 

social cultural atmosphere. Drawing from the experience of developed countries, China should improve its support policy system for senior citizen 

entrepreneurship, fully leverage the guiding role of policies, increase the availability of inclusive entrepreneurial training for seniors, strengthen the 

driving role of entrepreneurial education, and create a friendly environment for senior entrepreneurs to enhance the driving force of social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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