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于骞

很少有一个公共政策话题，能像延迟退休
那样与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密切相关，并在公众
中引起持续的关注和热烈的讨论。按理说，如
果有关情况包括健康状况、工作条件等都尚可，
延迟退休应该不是多么困难的事情。对不少人
而言，延迟三五年退休，不但可以发挥余热，有
益身心健康，避免退休后突然闲下来的寂寥，而
且在岗工资收入一般也会比退休金高，综合考
虑起来并不吃亏。然而，人们在讨论延迟退休
政策时，会考虑到更多层次和方面的问题，发挥
余热和收入问题在这里并不重要。

尹蔚民就实行延迟退休改革提出了两个理
由，一是我国面临未老先富且急剧快速老龄化
的严峻挑战，职工养老保险抚养比不断下降，社
保支出压力不断加大，延迟退休有助于缓解这
一矛盾。其二，中国现行退休政策确定于上世
纪50年代初，当时人口预期寿命不到50岁，现
在已提高到70多岁，而且中国目前是世界上退
休年龄最早的国家，延迟退休不但是适应人口
预期寿命大幅提高的需要，也是“与国际接轨”

的需要。第一个理由当然是成立的，在此无须
多说；第二个理由涉及“与国际接轨”的部分，即
中国已是世界上退休年龄最早的国家，这一点
则需要认真分析研究，需要有更广泛、更开放的
考量维度。

无论从逻辑还是实际看，几乎所有的“与国
际接轨”都面临着如下困局：由于只能是一个或
少数几个方面与国际接轨，而做不到全方位、整
体性与国际接轨，当我们在某一方面追求与国
际接轨时，其他方面的配套条件如果跟不上，那
么在这个方面的接轨就会显得很勉强，甚至最
终接不上去。针对“中国目前是世界上退休年
龄最早的国家”的结论，许多人认为，不能究其
一点而不计其余，因为在其他一些国家特别是
发达国家，退休年龄逐渐推迟，建立在劳动者的
劳动环境持续改善、收入水平稳中有涨、健康权
休息权享有充分保障的基础之上。换言之，一
些国家的退休年龄逐渐延长，是国家和劳动者
之间达成并执行一项契约的结果——国家不断
改善劳动者的工作条件和环境，依法保障劳动
者的各项权益，劳动者则以延长劳动时间、创造
更多劳动成果和效益来回报国家。在改善劳动

环境、保障劳动者权益方面，中国还需要做大量
艰苦的工作，才能为退休年龄“与国际接轨”创
造相应的配套条件。

有专家认为，退休年龄不应该只看多少岁
退休，还应该看一个人一生的劳动时间，两者结
合才能有更科学的判断。据统计，中国职工年
均工作时间为2100小时，以女性55岁和男性60
岁退休计算，女性一生的实际劳动时间为
77700小时，男性为88200小时。在作为发达国
家的英国，职工年平均工作时间为1677小时，
以女性60岁和男性65岁退休计算，女性一生的
实际劳动时间为 70434 小时，男性为 78819 小
时。虽然表面上看中国职工的退休年龄最早，
但一生的实际劳动时间却比其他国家长，这个
对比令人尴尬而又意味深长。

总之，在制定延迟退休改革方案过程中，不
能被一些简单的数字和表象所迷惑，而一定要
广泛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积极借鉴其他国家
的先进经验和做法，在国家和民众之间、不同群
体之间找到最佳利益平衡点，才能建成公平均
衡、富有活力的退休制度。

徐立凡

推进延迟退休，关键在于如何确定合
理的平均退休年龄。不能以多数国家执
行的法定退休年龄作为延退标准，中国需
要根据自身国情和养老制度特征，算出合
理的平均退休年龄。

“小步慢走”，表明稳妥而非激进推进
延退的改革节奏。之所以要稳妥，是因为
延退改革不仅涉及不同年龄段人员享受
养老待遇的代际公平问题，还涉及养老双
轨制造成的不公是否会进一步显性化的
问题。

但养老制度所面临的挑战不止包括
是否公平，还包括扶养能力是否能够跟得
上需求。目前，人口结构正处在快速老龄
化的进程中，全国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
的比重达到 15.5%，仅参加企业职工养老
保险的退休人员就已达到 8000 多万人。
与此同时，还出现了生育率下降、人口红
利衰竭的明显迹象。这两种趋势的同时

显现，导致养老保险的扶养比持续下降，
在局部地区养老保险金已出现较大缺
口。既要保障基本养老扶养能力，又要逐
年提高养老待遇水平，延迟退休无疑是选
项之一。实际上，提高法定平均退休年龄
也是多数国家应对养老保障压力的主要
方式。

推进延迟退休，关键在于如何确定合
理的平均退休年龄。劳动力基数、社会保
障力度、就业率等因素的差异，决定了不
能以多数国家执行的法定退休年龄作为
延退标准，中国需要根据自身国情和养老
制度特征，算出合理的平均退休年龄。

怎么算才合理？首先，延退应能起到
弥补养老保险基金潜在缺口的作用。这
也是延退的初衷之一。但弥补养老金缺
口，不仅只有延退这一种方式。拓宽结余
养老金投资渠道，可以起到比延退更大的
作用。已经启动的养老金入市，就提高了
养老金的收益预期。不过，实现这种预
期，仅养老金入市还不够，关键是资本市

场能够通过制度改进，为入市养老金提供
价值投资的安全环境。如此，才能减轻延
退的压力。

其次，延退应让能够创造更多附加值
社会财富的人更充分地发挥作用。如此，
才能避免出现延退者与有就业需求者争
夺就业岗位的现象，让人力资源得到合理
配置，遏制人口红利衰竭。这也就意味
着，延退需要根据行业、岗位、工种的不
同，进行更缜密的设计。

再次，延退不能造成养老待遇差异的
进一步扩大。这就要求，在推进延退的同
时，必须加快推动养老双轨制并轨。实际
上，从延退追求的预期效果来看，在创造
财富的岗位推行延退，比在包括消耗财富
的所有岗位一刀切式延退，更有效率。

延退背后，牵扯着远远超过延退本身
的复杂因素，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核算合
理的平均退休年龄的基本参数。只有所
有参数所涉及的领域都能推动相应改革，
延退才能更具说服力并得以顺利推进。

平均退休年龄怎么算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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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言

@--老妖---：我是 80 年
的，就想知道多少岁能领养老保
险。如果 90 岁开始领，不要紧，
你告诉我，我现在不交了，请你
别骗我了。

@萧光剑：干部想干久一
点，工人愿早退。

@呀呀呀瓶子：延迟退休主要应对
社会劳动力不足，而巨大的毕业生人口
和不高的就业率，也反作用于在校学生，
悲观和丧失动力的大学生荒废学业导致
社会负生产。服务业需求过剩，教育体
系不促反抑，实在担心推迟退休对就业
的不利影响。

@一瑞德一：大量年轻人无工作
可干！让一群毫无工作效率的老人占着
岗位领工资，荒唐可笑！

博议

延迟退休
是为了大家的利益

支持

@苦恼人de笑：请先从教
授，官员开始，退休后五年不
能领退休金，等到 2030 年再领
退休金。

延迟退休
对年轻人就业不利

担心

@黑山顽石：延迟退休是国家整体
素质提高的需要，可能面临困难，遭
到种种责难，我们的传统观念不可能
一下子改变，只要有利于国家利益，
有利于国计民生，延迟退休的方案会
顺利推行，广大民众也会满意接受，
新的政令往往是在冲破矛盾中得到贯
彻落实，我们拭目以待，新政会给我
们带来新变化。

有一说二

考量退休年龄应有更广的维度

事件回顾

欣晶

近日，人社部称，我国参加企业职工养
老保险的退休人员有8000多万，平均退休
年龄不到55岁，是目前世界上退休年龄最
早的国家。经中央批准后，人社部将向社
会公开延迟退休改革方案，通过小步慢走，
每年推迟几个月，逐步推迟到合理的退休
年龄。

面对人均预期寿命不断延长，人口逐
步老龄化趋势，实行延迟退休改革或有必
要。从目前的数据来看，我国企业职工的
退休年龄，确实也有些过早。这一定程度

上，也对社保金的缴纳形成收支压力。
不过，也应该看到，延迟退休改革在

社会上仍存在争议。而争议最多的地方就
在于，延迟退休导致民众觉得“交钱的时
间长了、领钱的时间短了、自己吃亏
了”，尤其是在养老多轨制的情况下，任
何利益的触动，也会带来社会公平的问
题。所以，对这个分歧的解决，必须秉持
小心谨慎的态度。

应当看到，发达国家推动延迟退休，
都并非一蹴而就，而要经历漫长过程，如
美国把退休年龄从 65 岁延迟到 67 岁，要
花到 15 年的时间。因此，相关部门采取

“小步慢走”的改革策略是正确的。攸关
全民福利，改革当尽可能慢一点，甚至必
要时停一停，多倾听公众的声音，这并不
是坏事。

当然，延迟退休改革的要义，并非只
有“慢”而已。事实上，这样的改革更须
以社保制度实现全面公平正义为前提。

所以，在养老公平，企业、公民养老
负担过重的当下，延迟退休改革不能单兵
突进，我们在学习国外延迟退休经验的同
时，也要在构建公平正义养老制度上多做
努力。

延迟退休改革慢一点，不是坏事

人社部部长尹蔚民14日介绍了
“十二五”以来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
成就，称我国是目前世界上退休年龄
最早的国家，平均退休年龄不到55
岁。经中央批准后，人社部将向社会
公开延迟退休改革方案，通过小步慢
走，每年推迟几个月，逐步推迟到合
理的退休年龄。

@高工巴布：涉及这么多人的应
该叫国策了吧？争求过民意了吗？啥时
候就被代表了？反正我身边的人包括我
自己都不愿意推迟退休。

@哲学咖啡屋：劳动是一种
权利！当人失去了在适合自己
的岗位上劳动的权利时，人生价
值也就大打折扣了！对于延迟
退休，应该采取自愿选择、有差
别对待的原则：对于从事脑力劳
动的机关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
满60岁，在艰苦岗位从事体力劳
动的或是下岗职工满55岁，可以
选择是否延迟退休，延迟期限均
以5年为限，避免一刀切。

@廖廓江天 liaokuojiang-
tian：延迟退休方案制定完毕应
该是国家工作人员出来宣布，
一个号称专家的人出来嚷嚷疑
似试探大家的忍耐程度？看看
评论的比例，这些情况有关人
员能看到吗？他们是故意看不
到吧！

@三亚长老：不走群众路
线、不实事求是，必将遭到失
败，即使勉强执行。

@一路小心先生：当年提前退休，
据说是为了年青人的利益。而今，当年
的人老了，延迟退休是为了大家的利
益。

@你懂的你懂吧6：且不说建政之
初政府已将农村土地城镇工商业都收
归国有，理应承担为国民养老义务；改
革开放三十余年，政府强制家庭只生一
胎，强制职工买社保，强制企业缴纳五
险一金，都是以六十岁退休为基础的，
岂能说变就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