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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报》 高亚菲 陈佳贺

汪冉（化名）在北京多家上市公司从事

人事工作已近 20 年。谈到职场中的年龄

危机，汪冉表示，“最开始主要集中在互联

网行业，但现在已基本蔓延到整个劳动力

市场。”分析其原因，她认为，一方面，一些

即将步入中年的从业者特别是女性会因家

庭负担而不能满足企业的加班等要求。另

一方面，企业需要更多新鲜力量来创造更

高价值。但当企业对 35 岁左右职工进行

裁员时，“企业并不会明说是年龄或性别原

因，往往是以工作能力不到位、工作质量不

达标等为理由。”汪冉说。

汪冉的感觉从侧面印证了全国总工会

2022 年的一项全国性调查。调查数据显

示，在 35-39 岁年龄组职工中，54.1%的人

担 心 失 业 ，70.7% 的 人 担 心 技 能 过 时 ，

94.8%的人感觉有压力，均是各年龄组中

比例最高的。

当35岁成为职场人的“魔咒”，促成这

一现象的原因究竟有哪些？这一现象会对

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社会、家庭稳定等带来

怎样的影响？近日，记者采访多位权威专

家和从业者，为“35 岁魔咒”现象“把脉问

诊”。

庞大的劳动力供给
对大龄劳动者形成挤压效应

青年劳动力是我国主要劳动力之一。

第 七 次 全 国 人 口 普 查 数 据 显 示 ，我 国

16-35 岁年龄段的青年劳动力有 3.6 亿多

人，约占全部劳动年龄人口的42%。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

院副教授、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首席专

家陈建伟表示，“青年劳动力供给规模长期

居高不下。尤其是大学毕业生数量连年创

新高，对大龄劳动力形成了挤压效应。”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北京对外开放研究

院研究员、国务院就业领导小组办公室就

业领域专家库成员李长安对此也表示了认

同。“正是这种劳动力市场中出现的选择性

行为，使得35岁逐渐成为一个比较典型的

职场门槛。”

为什么企业在招聘时更青睐年轻劳动

力？陈建伟认为，从企业劳动力需求角度

看，许多企业认为年轻员工学习能力强、可

塑性高、能适应快节奏的工作，且成本较

低。

“近年来，随着技术进步以及市场需求

的快速变化，对劳动者要求越来越高。”李

长安注意到，“一些企业片面地认为 35 岁

及以上员工思想僵化、技术陈旧，不能适应

新市场。”这也是 35 岁成为职场人的“魔

咒”主要原因之一。

“尤其是技术变革日新月异的时代，企

业对高技术人才的诉求更高，而偏操作执

行类的岗位也随着时代发展在淘汰和迭

代，求职者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市场供求正

在动态变化中前行。”康迪凡咨询合伙人、

薪酬专家刘畅表示。

注意到近年来部分从业者经历了断崖

式失业，陕西锦图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首席顾问宋冬梅认为，这一现象表面看是

原有行业职业赛道被堵住了，但本质是作

为劳动力市场主力的80后员工，正介于传

统价值观与新兴市场、新兴行业、新兴职场

人之间的断裂层，这种断裂的速度“让人应

接不暇”。

“一种普遍现象是，很多职场人优秀且

努力，在传统的职业升迁赛道上是没有问

题的。可是在这种全新的转换中却赶不上

趟，就会特别自责、焦虑。”宋冬梅认为，究

其个人原因，主要是对职业发展认知的不

足。但从根本来说，“过去从专员到主管、

再到经理、总监等这样职业晋级式的个人

职业规划和发展路径，当今时代很少有人

走得通。”

如今，企业正面临着更为激烈的市场

竞争。“这要求企业必须降本增效。”宋冬梅

认为，尤其是当下的经济市场，“已不再是

过去‘一招鲜吃遍天’的时代，任何一个产

品或服务，都不可能长期满足市场需求，持

续在风口处。”

受限35岁
让劳动者难以平衡家庭工作关系

“在国家倡导延迟退休的今天，意味着

我们从毕业后到退休前，有近30年时间可

以在工作岗位上发光发热。特别是处于

35 岁左右的劳动者作为社会中坚力量，正

承担着养家育儿、推动经济发展的主流作

用。基于年龄的就业歧视，或将影响中国

亿万家庭的幸福稳定。”她力量创始人兼

CEO卢步云这样认为。

分析“35 岁魔咒”现象对社会和个人

所带来的影响，李长安认为，这会导致一部

分劳动力的损失和浪费。“国家统计局公布

的数据显示，中国劳动力人口平均年龄为

38.8 岁。如果 35 岁以上员工被认为是老

化，按照这个观点，我们整个劳动力队伍已

经非常老化了，所以这个观点是片面的。”

在李长安看来，35 岁及以上劳动者，

大多工作经验丰富，技术上也比较成熟，如

果忽略这个劳动力群体，对企业本身的人

力资本积累也是不利的，“不利于企业技术

的储备，对企业长远发展并没有太多好

处。”

“大龄劳动者在重新进入职场时，要与

更加年轻化的劳动力队伍竞争，这不仅让

他们的求职更加困难，也对个人的生活、收

入等产生相当大的冲击。”李长安指出，这

种职场中的不公，还会影响到更广泛的家

庭生活、生育率等问题。“35 岁以上的劳动

者，还处在生育年龄阶段内。如果他们失

业，就会失去收入来源，而随着‘三育成本’

（生育、抚育、教育）不断升高，必然会让他

们对生育行为产生犹豫或恐慌。”

政府率先垂范，
带头打破年龄歧视

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

坚决防止和纠正性别、年龄等就业歧视，着

力解决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的突出问题。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消除影响平等就业

的不合理限制和就业歧视，使人人都有通

过勤奋劳动实现自身发展的机会。

“消除针对劳动者的年龄歧视，正是建

立全国统一市场、构建公平与可持续的劳

动市场的必然要求。”李长安说。

伴随着打破“35 岁魔咒”的呼声越来

越高，记者注意到，今年年初，在各地的

2023 年公务员省考招录中，已有约 10 个

省份将部分岗位年龄放宽至40周岁。

“消除年龄歧视势在必行，首先要政府

率先垂范，带头打破年龄歧视。”中国人民

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公共

管理学院教授马亮希望，在各地政府部门

的带动下，社会风气将发生明显改善。

职场的年龄歧视由何而来？

《工人日报》 于忠宁

城市流动儿童一直是社会关注的一个

焦点。近日，由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编写、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流动儿童蓝

皮 书 ：中 国 流 动 儿 童 教 育 发 展 报 告

（2021-2022）》在京发布。《报告》围绕流

动儿童的发展特征、入学政策、升学政策、

财政政策、关爱保护等问题，较为客观、全

面、深入地描绘我国流动儿童教育的样貌

和动态，并对当下流动儿童教育领域存在

的问题和未来发展提出建设性的对策和建

议。

城市流动儿童面临三大难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口流动持续活

跃，加强儿童关爱保护也一直是公共政策

的重点。当前，城市之间的人口流动逐步

增加，城市流动儿童及其服务需求出现新

的特征。围绕流动儿童关爱政策保护方

面，与会专家进行了深入探讨。

国家发改委社会政策司主任、研究员

张本波在发布会上分析指出，当前城市流

动儿童面临着三大难题：

一是流入地就学难问题尚未得到根本

解决。现在教育规定准许在流入地就学，但

是有很多附加条件，比如说连续学籍的要

求、居住证的要求等，导致不少流动儿童在

流入地就读难。与此同时，儿童的情感需求

尚未得到有效满足。二是很多流动儿童家

庭经济状况并不是很差，但是相对于本地儿

童来说，家庭的亲情缺失跟周围的社会交往

这些方面存在的问题会更多一些。

此外，社会融入问题依然突出。流动

儿童缺乏归属感，家庭缺少稳定的预期，没

有把居住地当作自己最后生活的目标，就

带来了儿童融入的难题。

流动儿童关爱保护日趋多元专业

近些年来，我国城市流动儿童关爱保

护正走在保护主体多元化、保护主题多样

化，保护方法专业化的路上。地方政府联

合各类社会组织、慈善机构、爱心企业、志

愿人士、文化机构等单位探索开展关爱保

护活动，以知识讲座、游戏娱乐、体育健身、

艺术欣赏等多种方式帮助城市流动儿童实

现社会融入，充分发挥社工等专业力量的

实务优势。

不过，《报告》指出，政策发展过程中还

存在着一些突出问题：顶层设计尚需建立

完善、政策目标和服务体系有待进一步拓

展、部门横向协调联动工作机制尚未建立、

多元化社会力量参与格局尚未形成、缺乏

政策实施评估机制。

形成全社会关爱流动儿童的
友好氛围

中国人口学会副秘书长、中国社科院

研究员郑真真指出，我们很多地方政策的

改变、制度的改变没有跟上人口的变动情

况。人口大量拥进来，但是没有相应的措

施。尤其一些新兴的经济中心涌入大量年

轻的劳动力，这些人的孩子在流入地的生

活、学习问题怎么解决，需要这些城市尽快

出台政策措施。

对此，《报告》提出建议：加强顶层设

计，出台专门针对城市流动儿童的政策文

件，扩大政策覆盖面，逐步将政策的面向主

体从农民工子女为主，扩展至流入地全部

流动儿童；与此同时，完善服务体系，推动

城市流动儿童关爱保护政策由应急型、兜

底型向发展型转变。政策内容包括健康、

教育、情绪、行为、发展、认知、家庭和社会

关系、安全等多个维度；此外，要协同工作

机制。由民政部牵头，建立城市流动儿童

关爱保护工作协调机制。由职能部门牵

头，联合学校、社工机构、志愿者队伍，在城

市流动儿童学校、居住社区、家长务工单位

开展知识宣讲、科学育儿、家庭教育、心理

辅导等方面的工作，形成合力，促进形成全

社会关爱城市流动儿童的友好氛围。

此外，在“谁受益谁负担”的经济原则

下，在没有中央财政介入的情况下，流入地

政府为他们支付教育成本的意愿一直不

高。基于此，《报告》建议：我国当下亟须进

一步厘清省级政府的财政责任，形成随迁

子女义务教育经费在省、市、区县各级政府

间的预算制度，完善省级政府财政转移支

付制度。

发布会上多名教育界人士呼吁，进一

步改善包括教育在内的公共服务，用更加

包容、友好的政策、制度以及观念、人心，为

流动儿童创造更好的明天。

流入地就学难题依然待解 情感需求未得到有效满足

补齐流动儿童关爱服务短板

7月15日，求职者在招聘会现场了解岗位信息。新华社记者 冯开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