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问 是补养老金缺口吗

人社部有关负责人明确表示

退休年龄不会立刻调整
改革应充分考虑不同群体间的公平公正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有关负责
人表示，的确在对“延迟退休年龄”展开
研究以为国家提出相关建议，但进行政
策研究不代表现行退休年龄规定即将
更改。 事实上，早在 2005 年，当时的劳
动和社会保障部就进行过此类研究。

当前法定的退休年龄是男职工年
满 60 周岁，女干部年满 55 周岁，女工
人年满 50 周岁。从事井下、高空、高温、繁重体
力劳动和其他有害健康工种并在这类岗位工
作达到规定年限的职工，男性年满 55 周岁、女
性年满 45 周岁退休。 近期仍按此标准执行。

这位负责同志表示，从国际上看，一些国
家已经延长了退休年龄，主要是适应人口结构
的变化和老龄化程度的提高。 我国目前既面临
着老龄化加快的挑战，又面临着就业压力巨大
的挑战，对这样的一个政策要非常慎重。

目前， 我国实际退休年龄在 53 岁左右，
很多地方面临大量提前退休的情况。 虽然不

少地方近年出现“用工荒”，但我国作为世界
上第一劳动力大国，劳动力资源总量高达 10
亿多， 就业形势在今后一段时期仍将十分严
峻， 而不是如欧洲一些延迟退休年龄的国家
那样已面临劳动力短缺。因此，像一些媒体所
说的“退休年龄提高至 65 岁甚至更晚”，不会
在近期立刻实施。

远期，如 15、20 年后，退休年龄的调整的
确是大势所趋，但究竟怎么调、调整到多少，
会考虑经济社会的总体变化。

改革退休年龄涉及每位职工的切身利益。

不同群体的意见往往很不一致。 采访中发现，
临近退休年龄的干部，不论男女，有相当一部
分认为可以适当考虑延长退休年龄，特别是其
中职位、职称高的。 据分析，这主要是因为此类
人群工作强度不是很大，很多人虽然已到退休
年龄，仍可胜任工作。 一些特定行业，如医生、
教师，往往是“越老越吃香”。 退休早在某种程
度上的确是一种人才资源的浪费。

一线工人则多数认同目前的退休年龄规
定，有的人甚至希望早点退休。因为一线工人
大多体力消耗大， 在职时收入水平偏低且不

是很稳定， 退休后则可以获
得稳定的养老金收入。 近几
年国家一直在提高企业职工
养老金水平， 对一些收入不
高的职工而言， 早点正式退
休，收入还能高一些。

延迟退休年龄不仅关系
经济发展，更关乎公平。 有时

候，对某个群体的特殊照顾，比如允许其 65 岁
退休，虽然可能会让这个群体满意，但也可能
引起其他群体不满。 这就要求政策制定者，对
延迟退休通盘考虑———考虑不同群体的利益、
考虑不同地区的实情、 考虑未来的可持续发
展，真正做到科学论证、凝聚共识。

人社部有关负责同志也对本报明确表
示，如果要启动延迟退休年龄的改革，肯定会
深入论证，并广泛听取社会各方的意见，充分
考虑不同群体间的公平公正， 在逐步达成共
识后再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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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

编辑：关于延迟领取养老金的政策调整，
方案明确了吗？

郑功成：据我所知，现在政策层面还没有
具体延迟退休年龄的方案，但主管部门一直非
常重视这一问题，并将开展深入调研。 理论学
术界有许多专家学者做过专题研究，包括退休
年龄的国际比较和我国退休年龄的调整。

编辑：您觉得退休年龄的调整应该遵循
什么原则呢？

郑功成：我 2007 年主持中国社会保障改
革与发展战略这一重大课题研究时，曾组织
过多位专家学者一起研讨退休年龄的调整问
题。 根据我国人均预期寿命持续延长、人口
老龄化进程、劳动力供求变化以及社会公正
（如男女同龄退休）要求，我们设定的目标是：
到 2050 年左右实现男女 65 岁同龄退休。 这

相当于发达国家上世纪 80 年代的水平，现在
已有多个国家将退休年龄延至 67 岁以上，而
2050 年时我国人均预期寿命是 85 岁左右。

我们主张采取的推进方式是“小步渐进、
女先男后、兼顾特殊”。 具体而言：一是“小步
渐进”。 即每年延迟 2—6 个月，用 30 年甚至
更长的时间逐渐延长， 以避免以往一些公共
政策出台导致急变而产生不良后果， 实现公
平、平稳过渡。 二是“女先男后”。 即女性先开
始，男性稍后，以逐渐缩小男女退休年龄相差
10 岁的差距，到 2050 年左右达到 65 岁同龄
退休。三是“兼顾特殊”。即对特殊群体可以实

行弹性退休制，如高知识技能型劳动者根据
其意愿可以加快延长其退休年龄，而繁重体
力劳动者、损害健康的工作岗位应当允许其
按时或提前退休。

对于劳动强度较大的体力劳动者 ，应
当根据实际情况解决。 主要途径应当是通
过产业升级、 提升劳动工具机械化程度等
来减轻劳动强度， 同时允许退休年龄有一
定程度的弹性。 对于一些人的不安与焦虑
情绪， 则需尽快明确相关制度安排与政策
取向来安定人心。

2008 年 4 月， 我在办公室接到过一位

自称 59 岁的职工打来的电话。 他就说自己
明年退休， 反对 65 岁退休的政策。 我对他
说，如果政府让他 65 岁退休，我也反对 ，因
为这样做太不公正了。当我告诉他我们建议
2050 年左右应当 65 岁退休，并且希望政府
采取小步渐进方式而不是以往那种大起大
伏的政策，以便适度减轻后一代人 、后几代
人的养老负担时，他一下子便理解了 ，变成
赞同我的观点了。

还需要强调的是， 延迟退休年龄确实需
要认真研究、审慎决策，尽可能兼顾不同群体
的利益诉求，并与劳动力的供求变化、社会保
险制度的完善以及相关就业政策、 收入分配
改革协同推进。如果能做到，小步渐进地延迟
退休年龄便应当有可行性。

（本报综合新华社、《人民日报》报道）

新华微观点

话题：机关指导企业“应涨薪”，能有效果吗？

近日，“最美”一词再度成热词。 有舍身救学生的“最美女教
师”张丽莉、有强忍剧痛保乘客平安的“最美司机”吴斌、有临危
不惧纵身跳河施救的“最美孕妇”彭伟平、有托举生命的“托举
哥”……他们都是极其平凡的普通人，却做出了不平凡的举动，
令无数人为之感动，冠以“最美”。 其实，我们身边一直不乏“最
美”的人和“最美”的事。“最美”们不是“神”，也是普通人，在褒扬
“最美”的同时，也该呵护“最美”成长的土壤，不让“最美”变味；
在一个个身边的“最美”涌现后，及时伸出援手，也许下一个“最
美”就是你？
观点

三色灯的路口：从“最美司机 ”吴斌 ，到 “最美路人 ”周冲 ，
社会上种种的“美丽”，让人心里暖暖的 ，希望这个社会的美 ，
一直延续。

花少林：他们都是我们身边再普通不过的人们，普普通通的
职业，普普通通的模样，却是千千万万老百姓自己评选出来的、
公认的最美人物。 这个“美”不涉容貌，关乎心灵。 一大批“最美”
人物的涌现，好比一颗颗“催泪弹”，震撼我们的心灵，也激发社
会向善的力量。 他们是平民英雄，也是道德楷模。

深蓝色森林：那些温暖人心的举动，是新时期对良知的一种
呼唤；是利益冲撞时对道德的一种呼唤；是和平年代对英雄的呼
唤。我们不能吝啬掌声，社会应该给予这些道德模范应有的认可
和荣誉。

近日，北京市发布 2012 年企业工资指导线。 市人力社保局
建议，正常生产、效益增长企业，涨薪幅度应为 11.5%。 今年企业
职工平均工资增长的最低水平(即下线)为 4.5%，按去年职工月
平均工资 4672 元来算，职工可涨薪 210 元。 同时这一涨幅也超
过了今年 1-5 月本市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 3.7%的水平。
观点

清水浅浅：企业工资指导线不具强制性，“应该涨薪”对企业
没有约束力，也只是个数据罢了。

just 魏欣：太形式化了，有多少实际意义呢？ 几家公司能按
照这个标准设计调薪？ 工资指导线发布 “经营正常企业可涨薪
11.5%，最低涨 4.5%最高 16.5%”，既为指导参考，为何又设上下
限？ 生产经营企业适用，企业化事业单位可参照，那国企和国企
化事业单位呢？ 给能自主的设限， 又给原本就不透明的留了空
白，这样无关痛痒的“指导”不发布也罢。

卡耶 K：其实不管涨薪多少，最终人工成本的增加，物价也
会跟着涨，最终还是“羊毛还是出在羊身上”。 怪不得，现在一提
“涨薪”，很多人的反应是“是不是物价又要上涨”？

崩豆：我们工资的确涨了 200 多块，不过跟物价涨幅“中和”
下，等于没涨，也就没感觉了。

话题：遇难伸援手，人人皆可为“最美”

国家发改委近日表示，6 月中旬各地将陆续出台阶梯电价
调整实施方案，7 月 1 日起全国全面施行。 长期研究电力体制改
革的长沙理工大学副校长叶泽说，这次居民阶梯电价调整，以居
民现有承受力，应该“不在乎”。 按国际标准算法，国内居民电价
应涨到 9 毛钱。 政府为照顾百姓利益，每年交叉补贴 2000 多亿
元，但居民认为没有得到实惠。

观点

阿堂：不光电价，看看和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东西，哪一样
不涨价？如果每次涨价都拿老百姓“不在乎”做借口，那百姓的日
子还要不要过了？ 百姓不是能承受，而是无奈。 就算电企定价 2
元一度，他们还不是照样得交？ 这就是垄断。

hetang2011：阶梯电价就是变相涨价，专家居然还称居民
现有承受力“不在乎”，那岂不是等同于老百姓不在乎自己的钱
袋子？ 我想绝大多数国人还没有富裕到这种程度吧。

滑力加：几乎每一次物价的上涨，专家总是会站出来充当官
方辩护人。 现在的物价不是个别在上涨，而是普遍性上涨，对于
百姓来说，这些物价上涨的总和早已经超过了承受力。而能当上
专家的，其工资收入远远高于普通百姓，你们肯定不在乎，但别
把你们的感受说成是百姓的感受。

话题：涨电价专家“不在乎”，老百姓“在乎”

延迟退休是必然吗？

【新闻背景】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近日在

答复人民网网友提问时表示， 推迟
退休年龄是必然趋势。 这一表态立
即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退休年龄很快就要调整了吗 ？
此举是为补养老金缺口吗？ 会增加
就业难度吗？

对此，社会保障领域专家、中国
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接受了 《人民
日报》专访。

【核心观点】
观点一
延迟退休年龄，是基于人均预期寿

命延长和养老负担代际公平的需要。
如果理解为是为了弥补养老金

缺口，恐怕是本末倒置的。
养老金面临的主要是保值增值

压力而非支付压力。
观点二
劳动适龄人口越过顶峰、 人员

退休未置换等量岗位的现状， 消减
了延迟退休对就业的影响。

即便如此， 仍应充分考虑延迟
退休年龄对就业的冲击。

我们建议， 采取小步渐进延迟
退休年龄的方案， 将其对就业的影
响降至最低。

观点三
延迟退休年龄，需要认真研究、

审慎决策， 尽可能兼顾不同群体的
利益诉求。

并且，要与劳动力的供求变化、
社会保险制度的完善以及相关就业
政策、收入分配改革协同推进。

编辑：为什么会有延迟领取养老金的建议？
郑功成：我认为，延迟退休年龄的出发点，

应当是基于人均预期寿命延长和养老负担代际
公平的需要。

一方面， 现行退休年龄是 60 年前设定
的，当时人均预期寿命不足 50 岁，而“十二
五”末将达到 75 岁，2050 年将达到 85 岁。 在
人均预期寿命持续延长的同时，人均受教育
年限也在持续延长。 目前国民人均受教育 9
年以上， 预计到 2050 年达到 17 年左右，新
增劳动力中受过高等教育者所占比重越来
越大。 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不逐渐延长退
休年龄，工作周期在人的一生中便会持续缩
短，将造成日益巨大的人力资源投资浪费。

另一方面， 尽管养老负担在代际之间自
然传递具有合理性， 但在人口老龄化加速行

进、 家庭保障功能持续弱化和少子高龄化现
象并存的条件下，如果维持现在的退休年龄，
我们负担上一代人 10 多年， 而到本世纪中
叶，工作的一代人需负担退休的一代人 20 多
年。 更为重要的是，到 2020 年时 60 岁以上人
口将达 2.55 亿人、到本世纪中叶 60 岁以上人
口将达 4.87 亿人， 结果必定是代际之间的负
担越来越不公和根本不可持续。

因此，我们有责任抱着对子孙负责的精神
来考虑退休年龄的调整，越早越主动、越平缓、
越公平，越晚越被动、越波动、越不公平。

编辑：有人指出，延迟退休是为了缓解养

老金的巨大压力。 果然如此吗？
郑功成： 这样的提法， 恐怕是本末倒置

的。如果人均预期寿命与受教育年限不延长，
劳动力供求未发生新的变化， 即使养老金入
不敷出，也不应当延迟退休年龄；反之，即使
是养老金有结余也应当延迟退休年龄。

况且， 我国当前并不存在养老金收不抵
支，现在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达 2
万亿元，还在持续增长，面临的压力主要是保
值增值压力而非支付压力。 上海等地的入不
敷出是这一制度处于地区分割背景下的局部
现象，不代表其上升到全国统筹后的情形。

政府对养老金适度补贴， 不仅是国际惯
例， 更是老年人参与国家发展成果分享的体
现， 它伴随人口老龄化时代的到来必然有所
增长，这是正常现象。

据我们测算， 只要将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上升到全国统筹， 只要按照法律要求全面覆
盖，至少在未来 30 年左右都不会出现收不抵
支。 30 年以后，也有作为养老战略储备基金
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可以弥补。

因此，延迟退休的必然性，是基于人均预
期寿命持续延长和老年负担代际公平的需
要，而不是现在养老金有支付压力。

让各种赞同的、 反对的意见都充分发表
出来， 有利于在维护公平、 兼顾特殊的条件
下，使延迟退休年龄的方案更为合理可行。当
然，这种讨论特别需要理性。

二 问 会加大就业难度吗
编辑：反对者认为，延迟领取养老金，会

增加就业难度。 对此您怎么看呢？
郑功成：我们也做过相应调查 ，反对意

见主要有：年轻人担心增加就业压力；临近
退休者担心自身利益受损；部分重体力劳动
者身体不能承受；部分人因缺乏稳定安全预
期而不安焦虑。

这些群体的担忧与反对完全可以理解，
在现实情形下有其合理诉求在内，国家确实
需要有切实的针对性措施加以化解。 否则，
如果退休年龄延迟损害了某群体或部分人
的利益，就不能算成功。

一般而言，若其他影响因素不变 ，延迟
退休年龄当然会影响就业。 但我们不应忽略
其他影响因素的变化：

一是我国劳动适龄人口规模已经越过
顶峰并开始逐渐减少。 而随着工业化、城市

化、现代化进程持续加快，新增就业岗位的
潜力正被释放， 近年来新增就业岗位达到
1200 多万就是证据。 假如 10 年、20 年后将
出现劳动力短缺，现在考虑延迟退休年龄恰
恰也是应对未来就业的需要。

二是现实中大多数退休人员并未休养，
而是大规模再就业。 这表明，就劳动力供求总
量而言， 现有退休政策并未带来同等数量就
业岗位的置换。 不过，即便如此，仍应充分考
虑延迟退休年龄对就业的冲击。

我们建议，采取小步渐进延迟退休年龄的
方案，以将其对就业的影响减轻到最小程度。
反之，如果现阶段不延迟退休年龄，届时采取

大步调整的政策将会对就业产生显著影响。
调查中也发现，一些地方养老金较退休

前工资相当甚至还高，这种利益分配格局显
然不正常。 因此，尽快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
革， 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让
劳动者在岗时获得更高收入才是解决之道。

编辑：有网友称，延迟领取意味着多缴
好几年养老金。 会否增加个人负担？

郑功成：养老保险制度是基于上一代人与
下一代或几代人群体性老年风险的分摊，而不
是完全按照个体所费与所得来算账。 因为总有
长寿者需要更多养老金，而谁也不知道自己寿
命到底多长。

这一制度的科学性就在于，将个体不确
定的养老风险通过稳定的制度安排来化解。
如果只算自己的收支账，确实会有极少数人
退休后因过早去世而少领养老金。 但根据现
行制度， 个人缴费部分可以作为遗产继承，
其自身利益并不损失，只是减少了对社会统
筹基金的分享。

况且，从我国养老基金结构来看 ，个人
缴费部分仅占基金来源的 28.57%，其余来自
用人单位或雇主缴纳；如果再加上政府财政
补贴，个人缴费所占比重还不到整个基金的
25%。而发达国家较普遍的做法是，退休年龄
在 65 岁以上、个人与雇主缴费各 50%。

从整体来看，我国职工参加养老保险的收
益应当是不低的。 以后可能还会进一步调整责
任分担的比例，当然前提是要进一步提高劳动
报酬，特别是一线劳动者与普通职工的报酬。

三 问 具体方案明确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