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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不仅因为它被讨论多年，还

在于它和中国社会的老龄化问题紧

紧联系在一起。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

截 至 2019 年 末， 全 国 60 岁 及 以

上 人 口 为 25388 万 人， 占 总 人 口

18.1%。 其 中 65 周 岁 及 以 上 人 口

17603 万人，占总人口的 12.6%。如

果按照联合国标准，60 岁及以上人

口比例超过 20%，或 65 岁及以上人

口比例超过 14% 时，意味着该国进

入中度老龄化社会。显然，我国正

走向中度老龄化社会。

因此，“为了有效应对人口老

龄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

通过延迟退休开发老年人力资源，

已经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和趋势。”

复旦大学全球科创人才发展研究中

心主任姚凯接受《新民周刊》采访

时说道。

姚凯提到，延迟退休与老龄化

的问题，还要和国际上其他步入老

龄化的国家比较来看。“目前我国

法定退休年龄男性 60 岁，女干部 55

岁，女工人 50 岁，与其他老龄化国

家的退休年龄相比明显偏低。在美

国、日本等国家以及欧洲各国，随

处可见 60 岁以上的老人还在工作，

他们的退休年龄一般都在 65 岁左

右。”

老龄化人口比重上升，与之相

伴的还有我国人均寿命的不断增加。

姚凯指出，目前我国的退休年龄实

际上是 1951 年颁布的，彼时国人的

人均寿命较低，而如今随着医疗水

平提高，我国人均预期寿命已经达

到 77 岁，一些经济发达地区更是超

过 80 岁。因此，以前规定的退休年

龄必然不能满足我国的发展现状，

如果还继续坚持之前的规定，会造

成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的浪费。

此外，与社会进步相辅相成的

还有国民受教育水平的提升。采访

中，姚凯提到现在人们首次参加工

作的年龄越来越大，这意味着到目

前的退休年龄时，很多人尚处在事

业巅峰期。“以我平时工作的高校

为例，很多学者在博士毕业已经 30

岁上下，到 50、60 岁时思路依旧非

常清晰，还处在学术生涯的‘旺盛

期’，他们本人也非常乐意继续工作。

这时候让人退休，显然有点浪费。”

另一方面，近年来我国推进延

迟退休的现实原因，与很多人眼中

的养老金缺口也有关。就在 11 月 3

日发布的十四五规划建议中，除了

实施渐进式延迟退休外，还有一条

是实现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各

种迹象表明，养老保险的管理问题

受到足够重视，并且已经和延迟退

休联系在一起。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建议〉

学习辅导百问》一书中提到，如不

实施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养老保险

抚 养 比 将 从 2019 年 的 2.65：1 下

降到 2050 年的 1.03：1。这意味着

三十年后，将是 1 个劳动力人口抚

养 1 个退休人员。姚凯认为，国民

未来的养老金压力着实不小。不过，

姚凯也指出，“它确实是延迟退休

的现实原因，但在我看来，它和老

龄化是不同层面的问题，后者对于

延迟退休的影响更大。”

退休年龄界限沿用 70 年 

早在 1978 年，我国颁布《国务

院关于安置老弱病残干部的暂行办

法》《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

的暂行办法》中规定，将退休年龄

界定为男性 60 周岁、女干部 55 周岁、

女工人 50 周岁。虽然上述规定一直

沿用至今，但关于“延迟退休”的

争论在近些年未曾停歇。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

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 12

月 6 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大约

15 年前学界就已经有了关于延迟退

休年龄的讨论。2008 年 11 月，当时

的人社部社会保障研究所负责人称，

相关部门正在酝酿条件成熟时延长

退休年龄。

接着是 2012 年 6 月，人社部等

部门在《社会保障“十二五”规划

纲要》中提出“研究弹性延迟领取

养老金年龄的政策”。到了 2016 年，

人社部曾表示，延迟退休方案将在

2017 年正式出台，出台后会有五年

左右的过渡期，或将到 2022 年正式

实施。然而自那以后，官方推进“延

迟退休”的力度有所减弱。有专家

表示，人社部确实在当年表示方案

即将出台，但因为社会舆论反响较

大、争议较多，这个事情被暂时搁置。

直到今年 11 月相关规划提及，

“研究”终于变成了“实施”。回

顾过往能看到，“延迟退休”是“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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