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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延迟退休政策2022年落地实施的情况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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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工人
即1972年及

以后出生的女性

即1967年及以后出生的人

主要是从事繁重体力劳动的工人

男性干部
即1962年及

以后出生的男性

延迟退休
对3类人影响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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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李忠日前表示，提出渐进式提高退休年龄
是基于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大背景。“逐步提高法定退休年龄也是国际性的发展趋
势。近20年来，全世界已有65个国家提高了退休年龄。对于退休年龄政策的调
整，特别是适当提高法定退休年龄，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是一种正常的公
共管理措施和社会现象。”人社部社会保障研究所所长金维刚说。该政策的实行
会不会造成老年人挤占年轻人岗位？延迟退休是为了弥补养老金不足吗？渐进
式延迟退休会如何“渐进”？针对这些话题，记者采访了社保领域的多位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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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迟退休的话题，在舆论场上持续发酵
并引发民众诸多思考，是因为延迟退休涉及
每一位劳动者的切身利益，涉及亿万个家
庭，涉及国家和个人的利益调整。中国这一
涉及全世界最多人口的社会保障改革，面临
着“大考”。

退休意味着你的工作年限将被拉长，领
取养老金的时间延后。假设人的寿命不变，
在新政策下你的一生将用更多的时间工作、
更少的时间享受。

延迟退休，不会在一片掌声中实现。对
于延迟退休，网上舆论支持非常少。一专
家称“从容迎接中国推迟退休的时代”，结
果遭众多网民拍砖甚至人肉搜索。

延迟退休是弥补养老金缺口的需要，还
是解决我国老龄化问题的长久之策。它显
然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未雨绸缪的长久之
策。但是我们在实行改革时，一定要宣传到
位，取得民众的理解和支持，让大家认识到
个人牺牲一点是值得的，为的是国家的长远
发展和子孙后代。在具体措施上还要做到
人性化，照顾不同阶层的诉求，否则改革的
阻力一定很大。

不难看到，这些年我国建立了在全世界
覆盖面最大的养老保险体系、医疗保障体
系，在社会保障方面的进步举世无双。尽管
还不完善，尽管这是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应
该做的，但足以说明了我们的党和我们的国
家，从本质上是真心为了人民。

中国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少网民称
“现在的公务员的福利制度就是一个最大的
不公”，“首先解决养老双轨制，真正实现人
人平等”。社保改革再启动，养老金并轨方
案将发布，这将为推动延迟退休扫除民众心
中最大的障碍。

延迟退休，涉及各类人员的利益，必须
做细致的工作，分类考虑政策。比如，对重
体力劳动者要坚持提前退休的政策，并有一
定优惠。又如，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下岗工
人，把青春无私地贡献给了这个社会，他们
是否有能力继续缴纳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
我们也要调查研究。再如，解决“准老年
人”、失业者和刚毕业大学生的就业难题
等。如果操之过急地推行延迟退休政策，那
么这项改革就是给这些人吃苦果，强制推行
将适得其反。

由于资源的限制，中国不应继续追求所
谓“人口红利”，继续做“世界的打工仔”，而
应更多地追求“科技红利”“创意红利”“体制
红利”“环保红利”。延迟退休不能一刀切，
应该实行弹性退休制度，对于脑力劳动者和
体力劳动者，实行差别化。

延迟退休，一定要做好顶层设计，分步
实施，人性化管理，适时调整，让它既造福国
家，又造福民众。

（据新华网）

延迟退休，
不会在掌声中实现为弥补养老金不足？

如何渐进

目前，全国每年有大学毕业生 700
多万人，去产能也涉及近百万人的安置
问题。有人担心，实行渐进式延迟退休
政策可能对就业造成进一步挤压，尤其
导致青年人就业空间大幅缩小。

“按照一般的想象，在就业上是老的
不退休，年轻的就进不来。实际上，在劳
动力市场上并不是绝对的一对一关系。
实际情况是，儿子很可能看不上老子干
的活儿。”人社部劳动科学研究所所长郑
东亮认为，在现实中，一些行业、单位缺
乏劳动力，相当部分劳动者退而不休，部
分原因就是因为劳动力市场的非顶替关
系。他指出，青年的就业机会主要取决
于经济发展和转型升级。延迟退休占用
的就业岗位并不会在太大的程度上替代
青年人的就业机会。

郑东亮告诉记者，一方面，由于我
国实施渐进式延迟退休办法，一年延迟
几个月，总体对就业影响有限，而且这
种影响分散到所有行业，因此对就业不
会构成大的冲击，也不会因此形成青年
人就业难现象。另一方面，考虑到从
2012 年开始，我国劳动年龄人口逐步
减少，2020 年之后年均减少幅度将进

一步加大，劳动年龄人口从 2011 年高
峰期的 9 亿多将减少到 2050 年的约 7
亿。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的趋势对冲了
实施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所产生的就
业影响。

“不过，从国际经验来看，延迟退休
对部分人群确实会带来一定影响，应制
定好相应配套政策。”人社部国际劳动保
障研究所所长莫荣指出，不同劳动者拥
有的教育背景、职业技能等资源禀赋不
同，面临的家庭、婚姻、健康等个人情况
也不同，个体就业能力也有差别。比如，
在美国，60多岁的老年工人大约有1/4
由于伤残或者健康状况恶化而无法继续
工作。这就需要加强对老年人的就业培
训、劳动保护，减少就业歧视。对于无法
就业的老年人，要进一步健全相关的社
会福利保障政策。

“应该看到，延迟退休对大龄劳动
者特别是技能单一的大龄劳动者就业
确实会产生一定影响，对此需要开发
更多的适合岗位，出台有针对性的就
业扶持政策支持这些劳动者就业，也需
要加强对大龄劳动者的权益保障。”郑
东亮说。

养老金是不是马上就发不出来了？
延迟退休是为了缓解养老金的支付压力
吗？

在金维刚看来，从国际上看，延迟退
休的必然性应当是基于人口期望寿命持
续延长、受教育年限增长和老年负担代
际公平的需要，而不仅仅是因为养老金
的支付压力。

目前，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基金的来源渠道主要包括 3 个方
面：一是单位和个人缴费；二是财政补
助；三是基金投资收益。其中，财政补
助是法定的基金筹资来源。各统筹地
区政府财政部门根据基金当期征缴收
入与基金支付的预算，安排必要的财
政补助并纳入财政预算，以确保养老
金的发放。

金维刚介绍，从我国养老保险的发
展情况来看，到2015年年末，全国参加
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居民养老保险总人
数已经达到 8.56 亿，参保率达到 82%。
基金总收入达到3.22万亿元，比上年增
长 16.6%；基金总支出达到 2.8 万亿元，
比上年增长20.2%。截至2015年年末，
全国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 3.98 万亿

元，其中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
余3.4万亿元。

“养老保险基金收支在财政补助的
保障和基金累计结余储备下是不会出现
缺口的。”金维刚说，实行延迟退休政策
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养老保险基
金收支压力，但由于在延迟退休方面
将采取渐进的方式缓慢推进，因此对缓
解养老保险基金收支压力的作用也是有
限的。

也有人比较关心，延迟退休政策实
施后，会不会对养老金待遇造成影响？

李忠说，基础养老金的确定有两
个主要因素：一是缴费基数；二是缴费
时间长短。从缴费基数来说，延迟退
休后，工资上涨的概率大；从缴费时间
来说，延迟退休后缴费时间延长，基础
养老金数额是增加的。

“延迟退休年龄之后，工作年限长
了，相应的缴费年限长了，相应的养老保
险缴存多了，同时工资会上涨。根据‘多
缴多得、长缴多得’原则，虽然职工领取
养老金的时间有所推迟，但养老保险待
遇和养老金替代率也会相应提高。”金维
刚说。

人社部此前多次表示，在设计制度
的时候有几个考虑：一是小步慢提，逐步
到位。坚持每年只延迟几个月，经过相
当长一个时期逐步达到目标年龄。二是
区分对待，分步实施。不是对所有社会
群体同时实行延迟退休政策，而是选择
现在退休年龄偏低的群体，从这部分群
体开始逐步实施。三是预先公告，做好
公示。广泛充分地听取社会各界意见。
尽可能地汇集民智，凝聚共识。

莫荣介绍，在国外，延长退休从立法
到真正实行，往往也有一定的时间滞后，
并且真正实行后大都是采用“小步慢跑”
策略，并不是一步延迟到位。像日本、韩
国，从立法到真正实行，间隔13年，美国
甚至更长。“有一定时滞主要是有利于劳
动者个人做出合理的退休决策，有利于
雇主安排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投资。”莫荣
说。

“时滞不是越长越好，也不是越短越
好。时滞太长了，经济社会环境发生变
化，原来政策的合理性肯定大打折扣，并

且相当于上一代人提前为下一代人规定
了退休年龄，这也是不公平的。时滞太
短了，如意大利、爱尔兰等部分国家从立
法到真正执行的间隔时间只有一两年，
也带来很多教训。这些经验，我国可以
充分借鉴。”莫荣说。

金维刚说，鉴于退休年龄政策调
整涉及广大职工的切身利益，在制定
提高法定退休年龄的政策方面，一是
要以人为本。要充分考虑不同社会群
体的实际情况、不同需求和切身利益，
尊重公众的意愿和权利，依法保障有
关社会群体的合法权益。二是要统筹
兼顾。在制定延迟退休政策方面，应
当综合考虑劳动力供需、教育水平、预
期寿命、基金收支等多种因素，统筹协
调处理各种关系。三是制定有关延迟
退休政策不宜搞“一刀切”，应当经过
反复论证，力求制定的有关政策合理、
周密、稳妥，以便顺利实施并保持平稳
运行。

（据《经济日报》7月27日13版）

会影响青年人就业吗？

是为弥补养老金不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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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报中央同意
并公开征求意见正式实施

公布方案

2016

延迟退休这个话题争论了很多年。据
悉，在将来有关延迟退休的政策制定并公布
之后，还将设定几年的“缓冲期”。那么，“缓
冲期”究竟“缓冲”什么？

首先，是“缓冲”公众的不满情绪。之前，
多次民调结果显示，超过九成的公众明确反
对延迟退休。如果很多公众不支持，推行延
迟退休政策显然达不到预期效果。设“缓冲
期”就可以留出一定时间争取公众理解和支
持。可以说，这是一种很聪明的做法。在

“缓冲期”，有关部门既可以做大量解释、说
服工作，还可以在与公众的互动中吸收民
意、民智，用于政策落实。只有如此，延迟退
休政策才能夯实民意基础，顺利推行。因为
任何一项改革都不可能在民意反对、质疑中
取得成功。

其次，是给相关立法工作留出时间。现
行退休年龄政策源于20 世纪50 年代《劳动
保险条例》规定：男职工年满60周岁，女干部
年满55周岁，女工人年满50周岁。显然，在
正式实施延迟退休政策之前，必须立法修改
这一规定。只有如此，实施延迟退休政策才
有法律依据，才能名正言顺。否则，可能与现
行制度有冲突。

再次，利用“缓冲期”为延迟退休争取有
利条件。之前很多人不支持延迟退休有各种
各样的原因和理由，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社
会保障不到位、养老待遇不公等，也是造成公
众反对延迟退休的原因之一。社会保障相关
改革先行，就能给公众带来更多好感，也能为
延迟退休创造好的舆论环境。

一言以蔽之，延迟退休设“缓冲期”，实际
是在为民意与“官意”充分沟通、达成共识创
造条件。

（据人民网）

延迟退休“缓冲期”
究竟缓冲什么？

短网址：http://shouji.lyd.com.
cn/n/589464

延迟退休有哪
些“变数”？扫二维
码，了解详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