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新聞發言人尹
成基在發佈會指出，連續7年調整企

業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水平後，全國月人
均養老金達到1,531元。城鎮居民基本醫療
保險財政補貼標準，從每人每年120元增
加到200元，政策範圍內住院費用支付比
例也進一步提高。此外，去年還建立失業
保險金標準與物價上漲掛㢕聯動制度，20
個省份上調了失業保險金標準。

今年續擴大社保覆蓋面
尹成基又表示，社會保險制度建設加快

推進。去年底，全國國家試點地區參加新
農保和城鎮居民養老保險人數達到3.3億
人。今年，該部將繼續擴大社會保險覆蓋
範圍，以非公有制經濟組織從業人員、靈

活就業人員、農民工和被徵地農民為重
點，擴大各項社會保險覆蓋面。
數據顯示，全國按月領取養老金的有

8,759萬人。清華大學就業與社會保障研究
中心主任、國家社會保險標準委員會委員
特聘專家楊燕綏對本報表示，中國正面臨
緊迫的人口老齡化挑戰，養老金制度需結
構調整，亟待整合完善。
據楊燕綏推算，在目前領取養老金的人

群中，企業職工佔據大多數，約有7,000多
萬人。而他們與機關、事業單位職工領取
養老金的情況並不相同。

養老金制度臨結構調整
楊燕綏表示，「如果機關與事業單位還

執行傳統的退休制度、退休金制度，個人

不繳費，也沒有社會統籌基金，最後是依
靠財政預算、以個人退休工資的80%支付
養老金，平均水平在4,000-5,000元左右；
而企業職工需要繳費，個人需繳納工資的
8%，企業為其繳納20%，達到最少28%的
費率，其養老金平均水平在1,000-2,000
元。」
楊燕綏指出，這正是中國養老金制度當

前存在的「碎片化、待遇差」問題。而該
制度還面臨結構調整，即建立國家基礎養
老金的任務。「中央明確要建立國家基礎
養老金，據我們測算，如果建立全民性的
養老金，並從60歲就開始發放，其數額將
佔到GDP的5%以上；而如果從65歲開始發
放，則不會超過GDP的4%。中國老齡化
的問題已經越來越嚴峻，養老金支付的壓

力問題確實存在。」
而對於社會保險基金的保值增值問題，

尹成基指出，養老保險的支付壓力是最大
的，該部正研究養老保險積累基金的投資
運營辦法。五項社會保險中，養老保險在
制度設計上是統帳結合的制度，是部分積
累制，就有積累資金的保值增值問題。

擬闢養老保險金增值新路
他說，下一步將考慮開闢一些新的投

資運營的渠道，研究後在辦法中加以明
確。但是，辦法的總原則是要確保基金
的安全，這是第一位的。到去年年底，
五項社會保險基金累計結餘總額已達2.87
萬億元，其中養老保險累計結餘1.92萬億
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

凡 北京報道）清華大學

就業與社會保障研究中

心主任、國家社會保險

標準委員會委員特聘專家

楊燕綏在接受本報訪問時

稱，國家可考慮在勞動人口下降

的時點，即2013年啟動推進對退

休年齡的調整。她並指出，當前

中國面臨的更嚴峻問題是，人們

選擇提前退休，而並非提高退休

年齡。

「提高退休年齡是大勢所趨。

首先，放眼全球，中國是退休年

齡最早的國家之一。很多國家的

退休年齡都在65-67歲，而最近有

幾個國家甚至將退休年齡向70歲

延伸。第二，目前中國對於退休

年齡的規定缺乏彈性。第三，中

國現在不是最老的國家，但今後

20年的人口結構性問題非常突

出。」楊燕綏表示，很多國家規

定退休年齡並非強制性，而是與

全額養老金的領取相關聯。比

如，65歲退休可領全額養老金，也允許在

60歲時提前退休，不過領到的是差額養老

金；而推後退休，養老金可酌情增加。但

在中國，選擇提前退休也照樣可領全額養

老金；而推後退休，則沒有任何獎勵。

區分不同群體 推遲退休年齡
楊燕綏表示，中國就業壓力依然較大，

因此推遲退休年齡應區分選擇不同人群對

象，在時點上應有科學規定。「2013年前

中國勞動人口是上升的，2013年以後開始

下降。隨㠥勞動人口的減少，逐步提高退

休年齡，能將就業壓力保持在一定水平。」

「女性技術人員等人力資本較高的群

體，成熟期在後期，讓其過早退休是國家

的損失；而對於體力勞動者，就業較困

難、人力資本較低的人群，不宜推遲退休

年齡。」楊燕綏稱，從2035年開始，中國

將面臨極大挑戰，即可能出現勞動力與退

休老人之比低於2：1。「如果把退休年齡

提高到65歲以上，有可能達成2個勞動力

供養1個老人；如果是60歲退休，就是1人

供養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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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退休待遇不如機關 專家指需解決

企業職工養老金「七連漲」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何凡 北京報道）

中國內地提高對退休

人士的生存保障。人

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

昨日稱，從今年元旦

起，全國企業退休人

員的養老金再增加

10%，令月人均養老

金達到1,531元，這已

是內地連續7年增加

養老金。專家指出，

「養老金七連漲」彰

顯出政府對民生的高

度重視，但中國養老

金制度仍需完善，其

中，企業職工少於機

關職工約2,000-3,000

元，養老金「碎片

化、待遇差」的問題

亟待解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凡 北京報

道）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新聞發言
人尹成基20日在發佈會指出，2011年
就業局勢保持基本穩定。全國城鎮新
增就業1,221萬人，完成全年900萬人
目標的136%。城鎮失業人員再就業
553萬人，完成全年500萬人目標的
111%。就業困難人員實現就業180萬
人，完成全年100萬人目標的180%。
至去年底，城鎮登記失業率為4.1%。
另中新社報道，據中國國家統計局

對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7.4萬戶
農村居民家庭和6.6萬戶城鎮居民家庭
的抽樣調查，2011年全國城鎮居民人
均總收入23,979元人民幣，農村居民
人均純收入6,977元，城鎮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與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之比
為3.13：1，2010年該收入比為
3.23:1。

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近7千元
國家統計局20日在此間說，2011年

全國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6,977元，比
上年增加1,058元，增長17.9%。剔除
價格因素影響，實際增長11.4%，增
速同比提高0.5個百分點。
其中，人均工資性收入2,963元，同

比增加532元，增長21.9%。工資性收
入對全年農村居民增收的貢獻率達
50.3%。工資性收入佔農村居民純收
入的比重達42.5%，同比提高1.4個百
分點。工資性收入快速增長主要是由
於農民工工資水平上漲較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何凡北京報道）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新聞發言人尹
成基20日在發佈會表示，各級人力資
源社會保障部門開展農民工工資支付
情況專項檢查和節前「清欠」攻堅，
為129萬名農民工補發被拖欠工資及賠
償金29.42億元。他指出，今年將繼續
開展清理整頓人力資源市場秩序、勞

動用工與社會保險以及農民工工資支
付等專項執法檢查，建立重大勞動保
障違法案件查處情況通報制度。
尹成基介紹，2011年農民工工作穩

步推進，勞動關係工作取得重大進
展，勞動人事爭議調解仲裁工作不斷
加強，勞動保障監察執法工作亦得到
加強。他說，2011年各級部門清理整

頓人力資源市場秩序，取締非法職業
介紹活動；及時督查督辦「黑勞工」
等重大勞動保障違法案件；建立了監
察執法和刑事司法銜接制度，嚴厲打
擊惡意欠薪等違法犯罪行為。一些地
方通過建立工資支付保障金等措施，
積極打造農民工工資基本無拖欠省
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凡 北京報道）內地
有不少輿論呼籲延長女職工的退休年限，人保
部新聞發言人尹成基指出，延長退休年齡，有
利於減少社保基金的支出，但同時也會對就業
帶來不利影響。他說，逐步延長退休年齡的方
向是對的，但要根據人口結構變化、就業情
況、收入增長情況、經濟發展情況來定，「目
前仍處在研究的階段」。　
目前，內地對職工法定退休年齡的規定是男

職工年滿60周歲；女工人年滿50周歲、女幹部
年滿55周歲，但女性退休過早，既會造成人才
浪費，也增加退休養老金壓力，有輿論則要求
對女性實行彈性退休制度。尹成基表示，從國
際上看，一些國家已經延長了退休年齡或實行
了男女同齡退休。各國都是根據本國實際情況
做出的政策規定，主要是適應人口結構的變化
和老齡化程度的提高。

需廣泛徵求各界意見
他指出，彈性退休和延長退休年齡，是一項

涉及到群眾切身利益的政策和安排。他表示，
將在廣泛徵求社會各界意見的基礎上，適時研
究完善領取養老金年齡的有關政策。
尹成基稱，中國目前也處在老齡化加快的階

段，具體情況比較複雜，既面臨㠥老齡化加快
的挑戰，同時又面臨㠥就業壓力巨大的挑戰。
對於彈性退休政策，國家是非常慎重的。從程
序上講，如要實施這樣的政策，應深入縝密的
論證，並廣泛聽取社會各方面的意見，逐步達
成社會共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亞權 上海

報道）上海市統計局昨天（20日）公
佈的2011年經濟數據顯示，上海去年
實現生產總值（GDP）19,195.69億元
（人民幣，下同），同比增長8.2%，人
均GDP達到8.256萬元，折合1.2784萬
美元居全國各省級區域之首。按世界
銀行此前公佈的數據，上海人均
GDP已逼近世界排名第45位的匈牙
利，達到了中等富裕國家水平。
上海市統計局總經濟師嚴軍表示，

8%左右的經濟增長速度，對處於經
濟轉型中的上海，是比較合適的增長

速度，預計未來幾年上海仍能保持這
一增速。

CPI回落惟食品價增幅大
數據顯示，上海居民消費價格指數

（CPI）漲幅回落，同比上漲5.2%，
其中食品類價格上漲幅度最大，為
10.8%，居住類價格漲5.4%，煙酒、
衣㠥類、醫療保健、交通通信類均有
不同幅度上漲，惟娛樂教育文化用品
及服務類價格同比有小幅下降。
而上海房地產業去年實現增加值

1,019.68億元，同比下降了2.4%，佔

第三產業增加值的比重也從2005年的
15%下降至9.2%。

商品住宅銷售面積降12.6%
全年商品房銷售面積1,771.3萬平方

米，下降13.8%；其中商品住宅銷售
面積1,473.72萬平方米，下降12.6%。
嚴軍表示，作為整個經濟增長的重

要經濟門類，上海還將堅持對房地產
的宏觀調控政策，「政策不變、力度
不減，以滿足普通居民居住需求為導
向，保證房地產市場的可持續發
展。」

滬人均GDP超8萬元全國居首

百萬農民工 節前獲發近30億欠薪

延長退休年齡
仍處研究階段城鎮失業人員 去年553萬再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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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去

年城鎮新

增就業達

1,221萬

人。圖為

安徽省合

肥市一個

招聘會。

資料圖片

■內地企業退休人員的養老金再增加，令月人均養老金達到1,531元。圖為濟南市長清區歸德鎮兩名老人領取到養老金。 資料圖片

■中國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新聞發言人尹成

基。 中新社

■上海人均GDP已逼近世界排名第45位的匈牙利。

圖為上海浦東市容。 資料圖片

■129萬名農民工在春節前獲補發被拖欠工資及賠償

金。圖為內地一個建築工地內的農民工。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