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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等同采用ISO25550:2022《老龄化社会 年龄包容性劳动力通用要求与指南》。
本文件做了下列最小限度的编辑性改动。
———将3.5、3.17、3.20中“注1”改为“注”。
———删除5.1.3b)、5.4.2b)、5.5.2b)、6.2.3c)、7.1.2d)、7.2.2d)、8.3.2f)、8.4.2e)、8.6.2、9.2.2e)、

10.2.1、15.2、15.3.2c)、16.1.2a)、16.2.2中的示例。
———将5.6.2b)中的“———认可并理解年长劳动者;———珍视年长劳动者当前工作表现和总体生产

力;———将年长劳动者的建议意见纳入考量;———认可个人能力;———考虑超龄不退休和/或返

聘的可能性”改为“● 认可并理解年长劳动者;● 珍视年长劳动者当前工作表现和总体生产

力;● 将年长劳动者的建议意见纳入考量;● 认可个人能力;● 考虑超龄不退休和/或返聘

的可能性”。
———将6.1.3d)中的“———定期分析不同年龄段劳动者的技能差异;———定期分析不同年龄段劳动

者承担关键职位的情况;———定期比对上述分析结果和劳动者的退休、技能提升意向”改为

“● 定期分析不同年龄段劳动者的技能差异;● 定期分析不同年龄段劳动者承担关键职位的

情况;● 定期比对上述分析结果和劳动者的退休、技能提升意向”。
———将7.2.2b)中的“———调整休息时长;———处理私人事务;———选择带薪或不带薪休假”改为

“● 调整休息时长;● 处理私人事务;● 选择带薪或不带薪休假”。
———将7.2.2c)中的“———工作地点;———团队或独立工作;———合约类别;———自主权限;———职

责变化;———职业休整;———轮班/倒班;———工作时长;———调整职场角色、任务和工作量”改
为“● 工作地点;● 团队或独立工作;● 合约类别;● 自主权限;● 职责变化;● 职业休

整;● 轮班/倒班;● 工作时长;● 调整职场角色、任务和工作量”。
———删除8.2.2b)中的“示例1”,将8.2.2e)中的“示例2”改为“示例”。
———将8.2.2f)中的“———工作设备,包括个人防护设备;———工作环境;———工作时间;———任务需

求强度;———班次安排”改为“● 工作设备,包括个人防护设备;● 工作环境;● 工作时间;
● 任务需求强度;● 班次安排”。

———删除9.4.2d)中的“注”。
———将14.3.2f)中的“———订立替代性合同,例如咨询、指导工作合同;———提供灵活的工作时间安

排,时长通常少于全职工作时间”改为“● 订立替代性合同,例如咨询、指导工作合同;● 提供

灵活的工作时间安排,时长通常少于全职工作时间”。
———将17.2d)中的“———用于比对某个时段的发展与趋势的审核结果;———预防和纠正措施的实

施情况;———此前已完成的测评活动的后续行动。———改进建议;———所需资源”改为“● 用

于比对某个时段的发展与趋势的审核结果;● 预防和纠正措施的实施情况;● 此前已完成的

测评活动的后续行动;● 改进建议;● 所需资源”。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全国服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64)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标准化研究院、浙大城市学院、苏州市吴中区国润智慧养老标准研究院、上海

交通大学、中国计量大学、湖州市仁与社会创新发展中心、湖北省标准化与质量研究院、攀枝花学院、
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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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河民生社会养老服务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侯非、郑娟尔、王娜娜、付强、陈萌、王琦、徐可西、鲍海君、杜佳怡、刘结群、

宋东瑾、戴力农、戴之希、刁子朋、丁凡、臧培峰、邓希妍、熊唯、曹井建、何苗苗、石维富、冯奇、尹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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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0.1 劳动力老龄化

衰老不可避免,年龄是个连续统。现在的年轻劳动力未来将成为年长劳动力。劳动者预期寿命的

不断增长,为其创造有意义、多阶段、多维度的劳动职业生涯,是促进不同代别的个人、组织和社群一起

工作的重要方式和机会。
一些先行组织正在通过拓展职业模式、创新上升通道、量身定制岗位等方式,发掘年长劳动力的潜

力。这不仅能够激励年长劳动力的积极性、提升组织的社会声誉和品牌形象,亦将创造更加平衡的工作

环境,有助于不同代别的劳动者分享经验,促进代际和谐。
实施本文件中的要求和指南,有助于建立强大的多代别劳动力队伍,并将年龄歧视的风险降至最

低。本文件中的要求和指南将帮助组织建立年龄包容性劳动力工作队伍,提升生产力和竞争力。
对于组织而言,年长劳动者可带来的效益包括但不限于:
———减少旷工、倦怠、流动、招聘成本、工伤;
———增进创新,减少磨合,提升劳动者投入度、积极性、保有率和生产率;
———更易实现新旧技能的融会贯通,有助于提高组织的生产力和创新力;
———获得技能与健康投资方面的收益,而这些收益亦将用于培养年龄包容性劳动力;
———解决劳动力短缺问题;
———优化组织品牌形象。

0.2 实施本文件

银发职场指数(LLWI)是本文件的初始起点。该指数由9个方面组成,包括年龄包容性的组织文

化、领导力、工作设计、健康管理、个人发展、知识管理、退休过渡、继续就业选择、健康和退休保险等的具

体做法。
本文件提供了通用要求与指南,为开展年龄包容性劳动力实践提供支持,有助于实现联合国2030年

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发展目标(SDGs),包括但不限于SDG3“良好健康与福祉”、SDG4“优质教育”、SDG5“性
别平等”、SDG8“体面工作和经济增长”、SDG9“产业、创新和基础设施”、SDG10“减少不平等”。

新冠肺炎疫情凸显了近年来年长劳动力面临的新问题,这些问题在ISO/PAS45005中已有论述。
年龄包容性劳动力本质上是跨学科的复杂问题,与很多利益相关方及制度均相关,亦有一些文件与

此相关,例如ISO30415、ISO/TR30406。
本文件可与管理体系、人力资源体系、职业健康安全体系、多元化和包容性体系、社会责任体系等文

件协同使用,亦可在缺乏支持年龄包容性劳动力的工作环境时单独使用。附录F为本文件使用者总结

的相关核心问题及相应内容。

0.3 路线图

图1展示了本文件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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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实施年龄包容性劳动力的指南与要求的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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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龄化社会 年龄包容性劳动力通用

要求与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给出了实现年龄包容性劳动力的要求与指南,为组织、劳动者、社群和其他利益相关方增加

价值。本文件有助于组织和其他利益相关方开发、利用、维持和支持年龄包容性劳动力,有助于在组织

内外工作的年长劳动者提高生产力。
本文件适用于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的组织,亦适用于组织与劳动者之间的各类关系和各类就业形

式。组织确需对所有年龄的劳动者均具有包容性,但本文件中的要求与指南特别关注年长劳动者。
注:这并不意味着不关注年轻劳动者。组织在具体任务和特定情境中灵活应用本文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老龄化社会 ageingsociety
老年人口占总人口达到或超过一定比例的人口结构。

3.2
适用性 accessibility
具有最广泛需求、特征、能力的人群,在确定的使用情境中使用产品、系统、服务、环境和设施实现确

定目标的程度。
[来源:ISO9241-112:2017,3.15,有修改]

3.3
劳动者 worker
在组织干预下从事工作或相关活动的人员。
注1:在不同就业形式中,劳动者有偿或无偿地从事各种工作或相关活动,例如定期的或临时的、间歇性的或季节性

的、偶然的或兼职的等。

注2:包括最高管理者、管理类人员和非管理类人员。

注3:在具体情景中,受组织干预的工作或相关活动由组织雇佣的劳动者、外部供应商的劳动者、承包方、个人、外部

派遣工作人员,以及所从事的工作或相关活动在一定程度受组织干预的其他人员具体实施。

[来源:GB/T45001—2020,3.3]

3.4
劳动力 workforce
为业务或组织绩效提供服务或劳动的个人。
[来源:ISO30400:2016,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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