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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重大 符合国情

——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必要性及其重要特点

何文炯

经过多年酝酿和讨论，我国作出了关于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重大

决策。9 月 13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关于实施渐进式延

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决定》。同时，《国务院关于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

年龄的办法》正式公布。

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必要性

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是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大举措。我国

现行法定退休年龄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确定的。70 多年来，我国经济

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此前关于退休年龄的一系列规定已经不适应当

今的社会现实，与其他国家的普遍做法也有较大差距，因而需要尽快

改变。

一是人口寿命延长。建国初期，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不到 40岁，

而现在的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已经超过 78 岁。而且，根据最近的人口

普查资料，2020 年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中，身体健康和基本健康的

比率为 87.3%，其中低龄老人（即 60岁到 69 岁之间的老人）的比例

高达 93.0%。这说明，低龄老人中的绝大多数可以继续参加劳动，如

果简单地将这个群体排除在劳动力市场之外，是一种人力资源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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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重要研究和大量实例表明，60 岁左右的人，知识积累丰厚、技

术经验丰富、家庭负担较小、精力较为充沛。

二是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推迟。过去许多人 16岁就开始参加工

作，现在由于受教育年限增加，劳动者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明显推

迟。1982 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是 8 年左右，这一

指标在 2023 年已经提高到 11.05 年，而且最近几年新增劳动力的平

均受教育年限已经超过 14 年。这说明，我国的劳动者素质在提高，

成为延迟退休年龄的重要基础。

三是劳动者的劳动强度正在减轻。建国初期，工薪劳动者以体力

劳动为主，其中部分还是重体力劳动，而且劳动环境较差、劳动条件

比较艰苦。随着产业结构调整、经济结构变化和科学技术进步，大多

数工作岗位的机械化程度和自动化程度不断提高，单纯依靠重体力的

劳动大幅度减少，知识型、技能型的劳动岗位不断增多。总体上看，

劳动者的劳动强度正在逐步减轻，劳动条件也在持续改善，因而许多

劳动工作可以继续由 60 岁及以上的劳动者从事，这不仅能够延续劳

动者自身的职业价值，还可以为社会发展作出贡献。

四是延迟退休是一种国际趋势。从国际上看，过去几十年各国普

遍延迟了法定退休年龄，目前多数国家的法定退休年龄不低于 65岁。

例如，德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瑞士、韩国等国的法定退休

年龄为 65岁，英国为 66岁，美国、意大利等国则为 67岁，秘鲁为

70 岁。我国目前的法定退休年龄为男性 60 岁、女性职工为 50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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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干部为 55岁，相比之下，我国的法定退休年龄较低，因而我国

的法定退休年龄有延迟的空间。

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积极意义

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无论是对国家长远发展，还是绝大多数社会成

员而言，都是有益的。

一是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有益于充分利用人力资源。在促进经济社

会发展的诸多因素中，人是第一要素，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随着科

技进步和社会发展，人的寿命在延长，健康寿命也在延长，这就意味

着他们可以参加劳动的时间也在延长。法定退休年龄过低必然导致人

力资源浪费，因而法定退休年龄应当随着人口健康寿命的提高而提高。

我国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正是基于这一考量，因而有

益于人力资源充分利用。

二是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有益于增加劳动供给。发展为了人，发展

依靠人。人类社会发展的任何一个时期，都需要适度规模的劳动者。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我国 60岁及以上人口已达 2.54 亿，

占总人口的 18.3%。根据预测，2035 年我国老龄人口将达到 3 亿人，

占总人口的 25%。这就意味着在现行退休规则之下，我国劳动年龄段

的人口将会明显减少。虽然随着科学技术进步和社会生产力提高，可

以减少对人力劳动者的部分需求，但仍然需要相应规模的人力劳动者，

对此国家需要未雨绸缪。从长远看，延迟退休有益于增加我国的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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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供给，并增强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事实上，随着科学技术进步和

产业结构变化，经济社会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会不断变化，而延迟退

休可以让劳动者有更多时间去适应新的职业需求，从而增加劳动力市

场的人力资源储备。

三是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有益于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是国

家在民生领域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对民生福祉和国家长治久安有重大

影响，而社会保障制度运行所需要的资金全部来自劳动者创造的社会

财富，因而人口结构尤其是劳动者的数量规模和劳动生产率对社会保

障基金的长期平衡有直接影响。现行社会保障制度的多数项目是基于

制度初建时对人口结构及其变化趋势的判断而设计的，但我国的人口

结构已经出现了新的变化趋势，这就需要对社会保障制度进行相应调

整，而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将为社会保障制度深化改革创造有益的条件。

四是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有益于增加家庭收入。从人口和健康资料

以及多种社会调查资料看，许多 60岁及以上老年人身体健康并有继

续劳动的意愿，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意味着给予他们更多的劳动机会，

这将有益于这个群体延长职业生涯，既发挥其人力资源作用，又增加

其家庭收入，从而增强其获得感和幸福感。而且，根据现行社会保障

制度安排，劳动时间越长，其基本养老金的待遇就越高，这也有益于

提高其本人和家庭的收入水平，从而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

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符合现实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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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迟法定退休年龄不仅是国家在劳动领域的重大政策调整，而且

直接影响每一个社会成员和每一个组织机构的切身利益及其行为决

策，因而是关乎国家治理和长远发展的重大决策。《关于实施渐进式

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决定》明确提出，“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

龄坚持小步调整、弹性实施、分类推进、统筹兼顾的原则。”这就意

味着，推进延迟法定退休年龄这一重大政策，必须采用渐进式和弹性

化的措施，统筹兼顾并有效保护各方利益，努力降低政策运行风险，

确保此项改革政策有效落地并在社会稳定中实现平稳过渡。这既表明

中央对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坚定决心，又在实施过程中将其细化为积

极而稳妥的具体措施。

——小步调整。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实施过程是“渐进式”的。

这里主要考虑到三个方面的因素。一是社会成员的理解和接受需要一

个适应过程；二是渐进式推进可以减轻延迟退休对劳动力市场的冲击，

避免大起大落；三是延迟法定退休年龄需要一系列配套制度和政策，

而这些制度政策的出台需要一个过程。正因如此，这次改革将以较小

的幅度逐步实施到位，同时明确从改革启动到目标完成将经历 15 年

的时间。

——弹性实施。法定退休年龄是国家在劳动领域的统一规则，但

劳动者的情况千差万别，而且随着人类文明进步，社会成员的个性将

会得到社会更多尊重和认可，因而这次提出的改革方案坚持了统一规

定与自愿选择相结合的原则。改革方案中“往前弹”“往后弹”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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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即将劳动者的退休年龄由原来的刚性固定值拓展为一个年龄区

间，体现了对劳动者个性和选择权的尊重。

——分类推进。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是国家决策，具体将由政府有

关部门组织实施，同时需要各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配合。这次改革方

案强调推进过程要与现行政策有序衔接，不搞“齐步走”，尤其是充

分考虑现行法定退休年龄规则中的男女差异性，结合改革目标分别设

定具体的推进节奏，努力做到稳步推进、逐步到位。

——统筹兼顾。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系统工程，

不仅涉及众多社会主体的切身利益，而且需要一系列配套政策，尤其

是包括对既有相关政策的调整和优化，因而需要根据既定的改革目标，

准确把握未来劳动力市场变化和社会发展的趋势，统筹谋划、整体设

计、协同推进。例如，与退休年龄相关联的职业资格、证照和奖励政

策等都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尤其是关于劳动就业、劳动保护以及与

劳动者相关的各项社会保障制度及相关政策都必须进行修改和完善。

（本文来源：《中国财经报》2024 年 9 月 25 日，作者系中国社会保障学会

副会长、浙江大学民生保障与公共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浙江大学老龄和健康研

究中心名誉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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