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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老年人再就业问题的研究热点与前沿

—基于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和 ＶＯＳｖｉｅｗｅｒ 的知识图谱分析
黎家艳， 李含伟， 张顺萍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管理学院， 上海 ２０１６２０）

摘　 要： 老龄化加深的背景下，老年人再就业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通过分析已有研究成果，挖掘研究热点与趋势，揭示研

究的不足，对后续研究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本文以中国知网（ＣＮＫＩ）数据库收录的有关老年人再就业的文献为样本，利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和 ＶＯＳｖｉｅｗｅｒ 软件绘制可视化图谱，进行老年人再就业问题的发文量、关键词和时区图分析。 中国对于老年人再就

业的研究成果还不够丰厚，集中于对老年人再就业的可行性、必要性与影响因素的分析。 关注老年人的实际需求以开发适合

老年人再就业的领域会成为未来的前沿趋势。 后续研究可以在国际老年人再就业经验借鉴、精细划分老年人群体与对再就

业老年人展开追踪式调查等领域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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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老年人再就业是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建构老年

人力资源开发体系以化解劳动力供需矛盾并实现老

年人的个人与社会价值的社会热词。 老年人再就业

问题会影响到老年人的生活和老龄工作［１］。 特别

是随着第一次人口红利的消失，老年人再就业的实

现对于打开第二次人口红利机会窗口具有重要意

义。 但是，目前中国关于老年人再就业的政策文件

匮乏，法律法规不完善，再就业的老年人占老年人群

体比重小。 故对老年人再就业进行深入研究，探寻

关于老年人再就业的相关问题，提出老年人再就业

的研究展望，对社会的发展进步有重大意义。 为了

更加深入地了解老年人再就业的现状与研究成果，
更加清晰地展示相关文献的研究趋势和方向，笔者

以中国知网 ＣＮＫＩ 作为数据库，选取以“老年人再就

业”、“老年人力资源”、“老年人口红利”为主题的相

关文献为研究对象。 借助可视化工具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和

ＶＯＳｖｉｅｗｅｒ 绘制知识图谱，以期为学者们对 “老年人

再就业”的后续研究提供参照。
１　 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１．１　 数据来源

本文文献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ＣＮＫＩ）数据库。



中国知网（ＣＮＫＩ）数据库相较于其他中文数据库，其
期刊覆盖面更广，相关文献研究成果更为丰富。 为

了保证原始数据的全面、准确，研究中构造检索式：
ＳＵ＝ ＇老年人再就业＇＋＇老年人力资源＇＋＇老年人口红

利＇－＇第一次人口红利＇进行检索，发表时间不限，来
源类别为全部期刊。 共检索到文献 ５００ 余篇，经过

手动筛选及剔重，最终得到有效文献 ４５５ 篇。
１．２　 研究方法

科学知识图谱是一种有效的知识管理工具，能
够通过图形展现科学知识的发展进程与结构关

系［２］。 这种使用计算机软件分析得到的图谱，能够

为学者的研究提供快速独立科学判断的客观依据，
有助于为学者了解和预测前沿动态缩短时间， 使之

能在复杂的科研信息中开辟新的未知领域［３］。 本

研究使用了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和 ＶＯＳｖｉｅｗｅｒ 两种可视化分

析软件。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软件系统是由美国 Ｄｒｅｘｅｌ 大学

的陈超美 （Ｃｈａｏｍｅｉ Ｃｈｅｎ） 博士开发的一种信息可

视化软件，已在国内外信息科学领域得到了广泛应

用［４］。 ＶＯＳｖｉｅｗｅｒ 软件是由荷兰莱顿大学的相关研

究人员开发的一款免费软件，可以广泛运用于各类

“共现分析”，尤其可以通过其独特的聚类优势展现

可视化图谱。 在表达各个主题的关系上，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注重用树形图和连线方式等表示各个主题关系的强

弱，ＶＯＳｖｉｅｗｅｒ 则侧重以距离、密度等显示节点之间

的聚类关系，两者结合使用能够相互补充，从而准确

探索研究主题的本质［５］。 目前，国内学者的可视化

研究多使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对二者的结合使用情况还很

少。 笔者希望通过结合 ２ 个软件的分析，更加全面

准确地了解中国当前老年人再就业的研究概况，以
期为后续有关老年人再就业的研究提供有益参考，
促进老年人再就业研究的开展。
１．３　 数据处理

把知网数据导入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中时， 需要选择

Ｒｅｆｗｏｒｋｓ 格式，然后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中进行数据转换与

导入，选择“关键词”作为节点类型进行关键词分

析，得到可视化图谱。 而 ＶＯＳｖｉｅｗｅｒ 不能识别直接

从知网导出的文献格式，需要进行格式转换。 研究

中利 用 ＮｏｔｅＥｘｐｒｅｓｓ 软 件 进 行 格 式 转 换。 先 在

ＮｏｔｅＥｘｐｒｅｓｓ 中新建数据库，再导入题录、即导入从

知网上导出来的文献，利用该软件的检索功能去重

后再导出题录，并保存为 ＶＯＳｖｉｅｗｅｒ 软件可识别的．
ｒｉｓ 格式。 为了区分 ｒｉｓ 文件中的关键词， 使用

Ｎｏｔｅｐａｄ＋＋软件把关键词词串分开。 这样就得到了

ＶＯＳｖｉｅｗｅｒ 可识别的正确数据。 将处理后得到的． ｒｉｓ

文件导入 ＶＯＳｖｉｅｗｅｒ 中，分析文献关键词的重要性

和关联性，并对关键词进行手动整理与删减，得到可

视化图谱。
２　 研究的基本情况

２．１　 发文量分析

总体来说，关于老年人再就业的文献数量不多，
这说明了学界对老年人再就业的关注度不够高，研
究内容不够丰富，研究成果还不充足。 在这里，本文

分析了检索的各期刊 ４５０ 篇 １９８９ ～ ２０１８ 年的发文

量。 研究得到的老年人再就业问题期刊发文量年度

分布情况如图 １ 所示。 通过图 １ 可以看出，有关老

年人再就业研究的发文量总体呈线性上升趋势。 ２１
世纪之前，有关老年人再就业的发文量很少，都在

１０ 篇以下，呈缓慢增长的态势。 而在本世纪 ２０ 年

代发文量有了很大增长，２０１６ 年达到了 ５１ 篇。 这

一趋势与中国老龄化程度有很强的关联性，自从

２０００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

社会，近年来中国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随着老年人

口数的增长，探究老年人再就业问题显得十分必要，
故发文量开始有了明显的增长。 而且在未来几十年

内，中国老龄化水平会快速上升，达到 ３０％、甚至更

高水平［６］。 预计未来有关老年人再就业问题的发

文量将会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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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老年人再就业问题期刊发文量年度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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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研究热点分析

一个领域的研究热点可以通过分析该领域研究

的关键词得到。 关键词是一篇论文核心思想的凝

练，是对论文要旨的高度概括，因此要研究某一领域

的热点问题，可以通过关键词分析挖掘［７］。
２．２．１　 热词分析

图 ２ 是通过 ＶＯＳｖｉｅｗｅｒ 导出的“Ｌａｂｅｌ Ｖｉｅｗ”标
签视图。 ＶＯＳｖｉｅｗｅｒ 参数中，设置关键词的最小出

５８２第 ２ 期　 黎家艳， 等： 我国老年人再就业问题的研究热点与前沿—基于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和 ＶＯＳｖｉｅｗｅｒ 的知识图谱分析



现次数阈值为 ２，得到 ９８ 个关键词，去除重复关键

词，最终得到 ９５ 个有效关键词，并且软件自动把这

些关键词归为 １９ 类。 观察图 ２ 可知，图中丰富地显

示了不同大小的字体与节点，而字体与节点大小的

不同是由节点的权重影响的，权重越大则字体与节

点就越大，说明该区域更重要。 节点间有很多连线，
这些连线说明线段两端的节点共同出现过，虽然看

起来错综复杂，但是在软件实际操作中，当鼠标放到

线段上时，就能够清晰地显示该线段所连接的节点，
得到各节点的共现频次。 图 ３ 是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中设

置节点为“Ｋｅｙｗｏｒｄ”通过关键词分析得到的关键词

共现图谱。 相关参数设置如下：“Ｔｉｍｅ Ｓｌｉｃｉｎｇ” （时
间分隔）设置值是 １９８９－２０１９；“Ｙｅａｒ Ｐｅｒ Ｓｌｉｃｅ” （最
小统计时间）设定为 １；“ Ｔｅｒｍ Ｓｏｕｒｃｅ” （主题词来

源）选择 Ｔｉｔｌｅ （ 标题）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 摘要） 、Ａｕｔｈｏｒ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 作者关键词） 以及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Ｐｌｕｓ （ 拓

展关键词）这四个选项；“Ｎｏｄｅ Ｔｙｐｅｓ” （节点来源）
选择 Ｋｅｙｗｏｒｄ（关键词）；“Ｔｏｐ Ｎ” （ 频率选择） 设为

Ｎ ＝ ５０（以每年显现频率前 ５０ 的标准选择关键词和

主题词） ；“Ｐｒｕｎｉｎｇ”（网络修剪）选择 Ｐａｔｈｆｉｎｄｅｒ（寻
径）和 Ｐｒｕ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ｅｒｇｅｄ ｎｅｔｗｏｒｋ（修剪合并网络）。
与 ＶＯＳｖｉｅｗｅｒ 的标签图相似，节点大小代表出现频

次的高低，各节点间的连线展示的是共现强度。 通

过图 ２ 和图 ３ 可以直接看出“老年人力资源”、“人
口老龄化”、“再就业”等节点是研究热点。

图 ２　 ＶＯＳｖｉｅｗｅｒ 关键词共现标签视图

Ｆｉｇ． ２　 ＶＯＳｖｉｅｗｅｒ ｋｅｙｗｏｒｄ ｃｏ－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ｌａｂｅｌ ｖｉｅｗ

　 　 研究中利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软件分析，通过 Ｅｘｃｅｌ 绘
制的十大高频关键词及高中心性关键词列表见表

１。 中心性能显示一个节点在网络组织中的重要程

度。 一般认为中心性大于０．１的节点在网络结构中

处于比较重要的位置，且能在知识结构演变中发挥

特定的作用［８］。 在网络中这些关键词处于被包围

与环绕的状态，在老年人再就业的研究中起着重要

的中介与桥梁的作用。 解读表 １ 可发现，有关老年

人再就业研究的热点词汇初现年都比较早，研究热

点呈延续状态。 还可以看出老年人力资源（１３８，
０．４５）、老年人口（３３，０．７）、人口老龄化（９１，０．１９）、
低龄 老 年 人 （ ９， ０． ４７ ）、 老 年 人 力 资 源 开 发

（３９，０．２６）、就业（９，０．４１）等词是研究的热点与重

点。

图 ３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关键词共现图谱

Ｆｉｇ． ３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 ｃｏ－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ｍａｐ

　 　 结合图 ２、图 ３ 和表 １，整理概括得到“我国老年

人再就业”主要研究热点如下。
（１）老年人力资源。 中国学者对于老年人再就

业的研究多从老年人力资源视角出发。 老年人也是

一种人力资源，是资源就应该开发出其具有的价值。
在如今这个知识经济时代，老年人力资源有重要的

价值，因为其相较于青年人力资源，有独特的经验优

势、智能优势和文化优势［９］。 当前，由于人类寿命

的普遍延长，健康水平明显提高。 老年人退休了却

不代表丧失了劳动能力。 恰恰相反，退休老人有着

丰富的工作经验和社会阅历，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

弥补由于年龄的增大而带来的身体上的相对劣势对

工作和绩效的影响。 通过图表可以看出学界对于老

年人力资源的研究主要聚焦在探究老年人力资源开

发的可行性与策略以及人岗匹配等方面。 在第一次

人口红利逐渐消失时，开发与利用老年人力资源不

仅能够解决劳动力的相对短缺，而且对于实现老年

人的自身价值有积极作用。
（２）老年人口。 主要指老年人口数量，根据中

国统计年鉴数据显示，２０１７ 年中国 ６０ 岁及以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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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占总人口比重高达 １７．３３％，远高于国际上通用的

人口老龄化指标。 根据预测，在 ２０１５～２０３５ 年的 ２０
年时间里， 中国老年人口比例将会翻一番， 达到

２０％；自此， 老年人口将占中国人口总量的五分之

一到四分之一［１０］。

表 １　 老年人再就业研究热点词汇

Ｔａｂ． １　 Ｈｏｔｓｐｏｔ 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 ｏｆ ｒｅ－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ｌｄｅｒｌｙ

排名 高频关键词 频数 初现年 高中心性关键词 中心度 初现年

１ 老年人力资源 １３８ １９９３ 老年人口 ０．７０ １９８９

２ 人口老龄化 ９１ １９９０ 低龄老年人 ０．４７ ２０１４

３ 老年人力资源开发 ３９ １９９７ 老年人力资源 ０．４５ １９９３

４ 老年人口 ３３ １９８９ 就业 ０．４１ １９９３

５ 老年人再就业 ２６ １９８９ 对策 ０．３３ ２０１１

６ 老年教育 １４ ２０１５ 老年人再就业 ０．３２ １９８９

７ 低龄老年人 ９ ２０１４ 老年人力资源开发 ０．２６ １９９７

８ 就业 ９ １９９３ 需求 ０．２３ ２０１２

９ 对策 ８ ２０１１ 人口老龄化 ０．１９ １９９０

１０ 低龄老年人力资源 ８ ２０１４ 延迟退休 ０．１１ ２０１５

　 　 （３）人口老龄化。 ２１ 世纪以来，人口老龄化是

大多数国家都要面临的重大人口问题。 中国人口老

龄化既是人口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又具有

特殊性，面临的挑战和压力巨大［１１］。 对于老年人再

就业的研究正是在人口老龄化这一人口态势背景下

进行的。 人口老龄化作为一个现象并不是问题，但
重点是如何应对老龄化对人口、经济和社会发展所

带来的不利影响［１２］。 这是老年人再就业研究的传

统领域，所涉及的研究包括养老保险、代际支持、养
老服务产业等老年人生活与权益保障以及退休年

龄、老有所为、老年教育等积极老龄化内容。 如何在

传统研究领域找到创新点，进行突破性研究是未来

的研究需要思考的方向。
（４）低龄老年人。 联合国教科文卫组织对低龄

老年人的年龄段有所规定，认为 ６０ ～ ６９ 岁的老年

人为低龄老年人， 属于还能老有所为的年龄段［１３］。
因为年龄是影响老年人再就业意愿的重要因素，低
龄老人相较于中、高龄老人有更强的就业意愿。 所

以，国内学者对老年人再就业的研究多把低龄老人

作为研究对象。 并且低龄老人数量庞大，身体素质

相对就好，开发低龄老年人力资源不仅必要而且可

行。
（５）老年人力资源开发。 集中论述老年人力资

源开发的方式和方法。 通过借鉴国际经验研究适合

本土的老年人力资源开发方式。 主要通过对老年人

再就业意愿的分析，提倡老年教育以更好地开发老

年人力资源。
（６）就业。 发掘与利用老年人力资源，重点应

该在利用。 只有老年人实现再就业，开发过程才算

完结。 对于如何落实老年人再就业多从政策、影响

因素、对策等方面进行论述。 从地域视角看，上海作

为国际化大都市，所储存的老年人力资源相对更丰

富，故学者们也着眼于上海老年人再就业的研究，希
望以上海为典型区域进行研究。
２．２．２　 聚类分析

ＶＯＳｖｉｅｗｅｒ 软件可以将研究主题相近的关键词

聚为一类，在网络图形上以同一种颜色显现［１４］。 图

４ 展现了老年人再就业研究的 １９ 个聚类，同一种颜

色的面积越大则是核心聚类，可以看出，中间区域颜

色分布密集且面积大为核心聚类区。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可

以对高频关键词进行聚类，并能够选择显示聚类标

签，使聚类结果一目了然。 老年人再就业研究的六

大类如图 ５ 所示。 分别是人力资源、老龄化、老年人

力资源、老年人再就业、老人、启示。 这 ６ 个类别代

表了老年人再就业研究的具体热点领域。 并且在实

际研究中，这些领域彼此交叠、重合，有着紧密的联

系。 但是可以看出，当前研究主要围绕老年人力资

源进行定性分析，定量分析运用较少。 这也是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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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未来研究亟需加强的重要方面。
３　 研究趋势分析

为了进一步分析不同时期研究的热点，在保持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阈值不变的情况下，在 Ｌａｙｏｕｔ 面板中选择

“ＴｉｍｅＺｏｎｅ”，得到 １９８９～２０１９ 老年人再就业研究热

点时区可视化图谱如图 ６ 所示。 这种时区视图展现

的是知识在时间维度上的演进。 图 ７ 是老年人再就

业重点关键词突现图。 突变词是指在某些年份的发

表文献中数量急剧增加的专业术语，突变词图谱适

合展示研究前沿的发展趋势［１５］。 根据热点时区图

并结合重点关键词突现图谱，本研究将中国对老年

人再就业的研究进程划分为 ３ 个阶段，研究详情具

体如下。

图 ４　 ＶＯＳｖｉｅｗｅｒ 聚类视图

Ｆｉｇ． ４　 ＶＯＳｖｉｅｗｅｒ ｃｌｕｓｔｅｒ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ｖｉｅｗ

图 ５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聚类视图

Ｆｉｇ． ５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ｃｌｕｓｔｅｒ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ｖｉｅｗ

　 　 （１）１９８９～１９９８ 年是中国老年人再就业领域研

究的萌生期。 此时期中国还未进入老龄化，研究主

要集中于老年人自身相关因素来探究可行性。
（２）１９９９～２００９ 年是中国老年人再就业领域研

究的发展期。 随着老年人口的增多，在此时期，中国

学者对老年人再就业展开了深入的研究，尤其开始

探讨老年人力资源的开发方式。
（３）２０１０～２０１９ 年至今为中国老年人再就业研

究的深化期。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进一步加深以及第

一次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老年人再就业问题在学

界的关注度渐渐提高。 开始关注老年教育的作用，
探讨低龄老年人再就业的方式方法。

图 ６　 １９８９～ ２０１９ 老年人再就业研究热点时区可视化图谱

Ｆｉｇ． ６ 　 １９８９ ～ ２０１９ ｒｅ －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ｈｏｔｓｐｏｔ ｔｉｍｅ ｚｏｎｅ
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ａｐ

图 ７　 重点关键词突现图谱

Ｆｉｇ． ７　 Ｓｔｒｏｎｇｅｓｔ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ｂｕｒｓｔｓ ｍａｐ

　 　 综合来看，老年教育、再就业方式在近年研究中

较活跃，关注老年人的实际需求以开发适合老年人

再就业的领域会成为未来一定时间的前沿趋势。
４　 结束语

通过上述分析，研究发现过去三十年关于老年

人再就业已经有了一些研究成果。 诸如对人口老龄

化背景下老年人再就业的必要性与可行性的论述；
对老年人再就业影响因素的分析；对老年人力资源

开发方式方法的探讨等，为未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提供了参考。 但过去的研究成果数量还不够丰厚，
不能在中国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的社会现实下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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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认可的老年人再就业问题的建议与解决方案。
在发展老年教育以促进老年人再就业这一研究趋势

下，未来应该展开更加深入与丰富的研究。 且需要

从不同的学科理论和多方面的视角来讨论和解决这

一问题。 对此可做阐释论述如下。
（１）充分吸收国际经验，注重国际经验的借鉴

研究。 相较于中国，很多发达国家早在 ２０ 世纪就进

入了人口老龄化阶段，也同样面临着老年人口增多、
劳动力供给不足的问题。 学习与借鉴西方发达国家

经验进行研究，获取有关老年人再就业问题的有效

信息，对我国老年人再就业的研究大有裨益。
（２）精细划分老年人群体，展开针对性研究。

目前的研究很少对老年人群体有所划分，或者粗略

以 １０ 年为一个年龄段划分为低龄、中龄、高龄老年

人或是根据地域差异划分为城市与乡村老年人。 在

年龄方面，老年人群体年龄的增长或许会显现出比

劳动年龄人口更明显的变化，以 １０ 年为一个年龄阶

段进行划分不能明晰老年人群体的特征与优势，面
对各方面的变化，具有滞后性。 在区域方面划分城

乡老人后研究发现，相对于城市老人，针对乡村老人

的再就业问题却鲜有研究。 建议展开针对乡村老年

群体的研究，以挖掘乡村老年人力资源，实现城乡老

年人力资源的共同开发。 在职业方面，学界没有进

行细致的划分，但不同职业领域退休的老年人其实

具有巨大的差别，若没有充分考虑不同职业的不同

退休老人的诉求，恐怕很难调动其相应的工作积极

性。 故从各个角度精细划分老年人群体，展开针对

性研究有重要意义。
（３）对已再就业老人进行追踪调查，解决再就

业的实际问题。 老年人再就业是一个复杂的议题，
涉及老年人自身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 目

前，中国再就业老年人数量还不多，如果能对其展开

追踪式的调查，发现这些老年人在再就业过程中遇

到的实际问题并探讨解决，将在很大程度上促进老

年人再就业研究的发展，并且有利于老年人再就业

的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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