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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迟退休已成大势
退休，用中国古人的话来说也叫“致仕”“致事”“致

政”“休致”“告老”，而现代社会的退休制度出自德国。

1889年，被后人称作“铁血宰相”的德意志帝国首任

首相俾斯麦创设了世界上第一个退休金制度，开启了现

代人“年轻时努力工作，退休后安享晚年”的养老模式。

1957年，德国政府首次将65岁定为法定退休年

龄，这一设定基于德国人口将不断增加的预期。

但计划赶不上变化。出生率下降，人均寿命提高，

人口负增长，老龄化趋势呈现，迫使德国政府不得不考

虑“提高退休年龄”这一选项。于是，“是不是要延迟退

休”的议题开始频繁出现在德国人的视野。

2012年，德国开始推行相关法规，希望通过循序

渐进的方式，逐步将退休年龄从65岁提高到67岁。根

据法规，1958年出生的德国人法定退休年龄为66岁。

在这一年份之后出生的人，每晚出生一年，退休时间推

迟2个月。1964年及之后出生的人，则需要工作至67

岁方可领取全额退休金。

放眼全球，延迟退休也已经成为大势。

早在2010年，欧盟就亲自下场，敦促成员国在

2060年前将退休年龄提高到70岁。如今，意大利和

丹麦的法定退休年龄已经延至67岁，西班牙和荷兰

也紧随其后。法国政府于去年伊始立法，希望以每

年延后3个月的速度，在2030年将退休年龄从62岁

提高到64岁。

目前，英国人需要工作至66岁方可领取全额退休金，

但到2028年就需要工作至67岁。英国政府还希望继续

推进延迟退休进程，将法定退休年龄推迟至68岁。

出生于1943年到1954年的美国人法定退休年龄

为66岁，1960年及以后出生的美国人则需要工作至67

岁才能开启退休生活。

日本去年4月开始已经启动公务员的延迟退休进

程，到2031年日本公务员的法定退休年龄将从目前的

60岁提高到65岁。

老龄“门槛”正在提高
这么多国家考虑延迟退休，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

医疗条件的改善使得人类的寿命延长。

以美国为例，有研究机构根据相关统计数据预测，

2024年到2027年间每天将有超过1.12万名美国人年

满65岁，即每年有超过410万人迈过65岁的门槛。而

在全球，联合国2023年1月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到

2050年，65岁以上的人口数量预计将增加一倍以上，

达到16亿，80岁及以上的人口增长会更快。另有数据

显示，2021年出生的婴儿平均寿命有望达到71岁，比

1950年出生的婴儿多了近25岁。

与此同时，生活水平的提高也正在瓦解传统的“少

年”“青年”“中年”“老年”的代际划分。老人需要依赖拐

杖蹒跚前行的刻板印象，已经不再符合当下的现实。

有美国心理学家在7年前提出了“常青树”概念，

因为传统意义上的老年人“将60岁活成40岁”的已

经不在少数。而在2006年就进入超高龄社会的

日本，人们更早就开始重新审视“老年人”的定

义。2008年，日本作家渡边淳一在《熟年革命》

一书中呼吁老人们不为年龄所束缚，不被世俗

所左右，做“与年龄不符”、优雅洒脱、充满活力

的“白金一代”。2017年，日本老年学会更是提

议将“老年人”的年龄门槛提高至75岁，将65

岁至74岁的人群归类为“准老年人”。

半退休生活渐兴起
传统意义上的老年人“年轻化”，让延迟退

休成为可能。

2024年，在银行工作的凯西·惠勒迎来了65

岁生日，成为步入传统的65岁退休年龄的410

万美国人中的一员。“65岁有点奇怪，我收到了

无数封有关退休的邮件，但我并没有停止工作的

计划。我并不觉得累，我还很健康，而且我喜欢

自己的工作。”

与此同时，随着科技发展和经济结构的改

变，单纯依赖重体力的劳动大幅减少，更多的是

知识型、技能型的岗位，这也在客观上为延长工

作年限提供了更多可能。

在新西兰，退休金通常从65岁开始领取，

但有数据显示，随着2000年新西兰取消强制退

休年龄政策，越来越多新西兰人主动推迟退休

时间。2020年新西兰人平均退休年龄上升至

67岁，比2000年增加了6岁。在新西兰退休政

策委员会负责人米歇尔 ·雷耶斯看来，这是因为

新西兰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鼓励雇主们为

上年纪的员工提供灵活的带薪工作。

毕马威的一项研究也发现，自上世纪70年

代以来，受过高等教育的澳大利亚白领的预期

退休年龄正在稳步上升。“认为60岁就已经难

以工作的人只会越来越少。”毕马威城市经济学

家特里 ·罗恩斯利说，“我们从研究中了解到，人

们希望从工作状态过渡到半退休状态，然

后再慢慢彻底退出工作，而不是一下

子完全停止工作。”

不少在二战后出生的

“婴儿潮”一代的人表示，他

们从来没想过要在步入老

年的时候彻底停止工

作，只要工作不太繁

重，工作时间短一点

就好。可以说，法

定退休年龄曾经是

许多人退休的起

点，但如今正成为

许多人规划渐渐

退出职场的起点。

老
龄
化
成
共
同
挑
战

多
国
纷
纷
延
迟
退
休

根据联合国以及世界银行的数据，2013年全球
65岁及以上老龄人口为5.78亿，到2023年便达到
了8.05亿。而这部分人口占全球总人口的比例，也
在短短10年间从8%增长到10%。全球人口老龄化
已经成为人类不得不直面的共同挑战，许多国家的
政府早就开始重新审视本国退休年龄的设定与相
关政策。

长寿红利日益显现
必须承认的是，大多数企业和雇主仍

然“喜新厌旧”，认为人一旦上了年纪便会

行动缓慢，学习掌握新技术也不如年轻

人。的确，有研究表明，人们的记忆力、推

理能力、空间感知能力和反应能力从40多

岁开始便会逐步下降。

但需要看到的是，老人也有老人的优

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全球范围内的人

口红利不再，而长寿红利正日益显现。

在欧美的沃尔玛、麦当劳、百安居等零

售餐饮企业，穿着工作服的老人不在少

数。因为这些企业发现，在面对客人时，老

年员工往往显得更加友善和殷勤。在日

本，汽车制造商丰田公司准备重新雇佣65

岁以上的退休员工，并且希望他们能够工

作到70岁，因为丰田希望在从燃油汽车到

电动汽车的转型过渡期内留住熟练工人。

美国得克萨斯大学达拉斯分校大脑

健康中心等研究机构的研究表明，老年人

的认知能力完全可以通过几个月的认知

训练得到提高。并且，由于经历的事情更

多、经验更丰富，上了年纪的人往往会比

年轻人拥有更加成熟的思维方式，更懂得

自己的优势和劣势，能够处理更复杂的事

情，并且更适合扮演传帮带的角色。如果

可以摒弃年龄歧视，认识到每个人拥有不

同的认知资源，让团队中的成员年龄更加

多元化，将会比单一年龄结构的团队作出

更优的决策。

而对许多上了年纪的人来说，在发挥

余热中慢慢退出职场，是他们不服老、依旧

工作不止的理由。一项针对美国人的调查

显示，“婴儿潮”一代中将个人成就感而非

维持生计作为退休后继续工作的理由的人

群比例，与出生于1995年至2009年的“Z

世代”相差不大。“其实，‘Z世代’与‘婴儿

潮’一代有着很多共同之处。”在美国从事

企业顾问工作的埃里卡 ·凯斯温说，“很多

时候，比起薪酬，人们更看重的是在有意义

的工作中获得成就感，实现个人价值。”

■ 韩国老年人查看工作招聘信息栏

■ 上年纪的日本便利店员工 本版图片GJ

■ 德国工厂的
高龄员工

■ 美国的苏珊 ·斯特里克80岁读完
大学本科拿到学士学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