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論點一：
增加就業壓力
關於延遲退休年

齡的網絡調查顯示，絕大部分的網友
表示反對，而他們提到最多是就業問
題。目前中國城鎮單位就業人員數超
過1.1億人，每年大約有300萬左右的
人退休，佔城鎮單位就業人員的3%。
但中國每年新增就業機會只有1,000萬
左右，如果延遲退休年齡，佔就業機
會的比例高達30%。

論點二：中低收入不公

在網路論壇中有一位網友感歎：「現代人的壓
力很大，中低層工作者的工資往往除了扣除社保
金及所納稅金，拿到手中的實際工資，『所剩無
幾』！這些『所剩無幾』的工資還要用來生活、
還房貸、供養老人以及教育子女等，其實真的應
該考慮把人員的退休年齡提前10年，女性45歲，
男性50歲，這是最好的抉擇」。而另外，還有為
數不少的下崗職工，他們都四五十歲，因為種種
原因，很難再就業，就希望能夠到法定退休年齡
可以拿退休金，政策一旦調整，他們無疑將會遭
到巨大的打擊。再者，2009年，中國人的平均壽
命為73歲。因此，假若將退休年齡推遲到65歲的

話，那麼平均下來就只能拿8年的養老金，而此
前，已經交了幾十年的養老金，因此也讓許多人
大呼不公平。
■資料來源：1.《媒體發文七問彈性退休制：會

否少拿養老金》，新浪網

http://finance.sina.com.cn/china/20120611/081512

275788.shtml

2. 《退休年齡應該被推遲嗎？》，騰訊網，

http://view.news.qq.com/zt2010/retired/index.htm

延遲退休大勢所趨
1.中國退休年齡較早
2.緩解養老壓力

延遲退休 副作用多
1.增加就業壓力
2.中低層工作者收入不公

1.法定帶薪年假世界倒數第三
2.每周工作時長不止40小時
3.中國人往往更早開始工作
4.中國人平均健康壽命不高

可一定程度緩解養
老金支付壓力，但
不能解決問題

中國人退休
早是誤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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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指出延遲退休所涉及的持份者，並說明他們所持的立場。

2. 有人認為「有命交社保，沒命拿社保」，你認為該觀點反映哪種價值觀？解釋你的答案。

3. 參考上文及就你所知，你是否同意延遲退休有助解決養老問題？

4. 有人認為「推遲退休年齡與年輕人就業有衝突」，你有多大程度同意這一觀點？解釋你的答案。

5. 如果不推行延遲退休，中國將出現哪些可能的社會問題？解釋你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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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n Sir 通識教室」瀏覽更

多參考資料及學習教材。

贊成 反對延遲退休年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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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不敷出
難補養老金虧空

退休年齡之爭 源自養老難
目前中國60歲以上老年人約1.69億。預計2050年中國60歲以上老年人將佔三成，達31%。現時中國約3個勞動

力贍養1個老人，實際上只有城市4,000多萬老人享受養老金，但是養老金缺口仍很大。更值得注意的是，養老難

問題在農村更為嚴峻，更加無解。目前在農村有8,000萬至9,000萬60歲以上農民，新農保（編者注：新型農村社

會養老保險）推進試點周期過長，難以全面覆蓋，一些農村地區80歲以上老人生活相當困難。而中國還有3,000

多萬生活半自理甚至完全不能自理的老人。

■資料來源： 《退休年齡應該被推遲嗎？》，騰訊網，http://view.news.qq.com/zt2010/retired/index.htm

論點一：退休年齡較早

中國目前的法定退休年齡為男60歲，女
55歲（幹部）或50歲（工人），而實際的退

休年齡只有51.2歲。而在歐美國家普遍的退休年齡都為65
歲、美國為67歲、日本為男65歲，女60歲。隨 生活水準
的進步，人們的壽命不斷提高，所以延遲退休年齡是必然
趨勢，而且在很多職位上也需要一些有豐富經驗的人。

論點二：緩解養老壓力

從養老金誕生那天開始，就伴隨 空賬。根據最新的資
料，中國現在的養老金空賬大約為1.3萬億元（人民幣，下
同）。假若這些人到了60歲還繼續工作的話，那麼他們不
僅不會領取養老金，還會繼續繳納養老金。有專家也算過
一筆賬，退休年齡每延遲一年，中國養老統籌基金可增長
40億元、減支160億元，減緩基金缺口約200億元。
■資料來源：《退休遲一年養老金減負多少？》，騰訊網，

http://view.news.qq.com/a/20100913/000006.htm

國人退休早？你想錯了！
從表面看，中國人退休年齡確實偏低，但考慮以下因素，則事實並非如此：

首先，據統計，中國人的法定帶薪年假為10天，而發達國家通常在20天左右，所有

62個國家中，中國排行倒數第三。

其次，中國實行8小時工作制，每周工作5天，即每周工作40個小時，算上普遍存在

的加班現象，如今中國人的平均每周工作時長可能還不止40小時。

再次，中國人的教育年限與發達國家比，明顯偏低。這意味 ，許多中國人往往更

早開始工作，因此中國人的工作年限並不比發達國家少。

最後，中國人的平均健康壽命不高，中國60歲老年人口的平均帶病期佔餘壽（指60

歲以後一直到去世的這段時間）較高，城市女性老人的帶病期佔餘壽的78.48%，男性

老人的帶病期佔餘壽的75.17%。

因此，考慮了假期、工作時長、工作年限以及健康壽命4個因素後，中國人一生的

工作時間並不比那些晚退休的國家要短，甚至要更長。若不考慮這

些因素，僅僅認為中國人退休早無疑是一種嚴重的誤導。

■資料來源：《推遲退休年齡必然成眾矢之的》，騰訊網

http://view.news.qq.com/zt2012/retirement/index.htm

延遲退休年齡可以一定程度緩解養老金的支付壓
力，但不能寄希望於解決這一問題。延遲退休年齡與
養老金支付危機有關。
據估算，中國退休年齡每延遲一年，可減緩養老基

金缺口200億元（人民幣，下同）。如延遲5歲退休則意
味5年能減緩養老基金缺口1,000億元。目前，養老保
險涉及3個重要的參數：替代率、 繳費率和退休年
齡。近幾年，中國企業職工養老金的平均替代率都在
50%以下，為了使老年人在離開工作崗位之後的生活
獲得一定的保障，替代率不能再降；目前我國養老保
險繳費率28%，而這樣的繳費率已經達到了較高的水
準，沒有再提升的空間了。此時，只有退休年齡還有
能夠調整的空間。延遲退休年齡能對養老金起到多大
的減緩作用呢？

10年損失養老金6,000億

截至2011年底，中國養老金個人帳戶記賬額2.5萬億
元，其中空賬額上升2.23萬億元。這意味 ，用於將來養老金發放的這筆錢不存在。同時，
現在結存基金由於通貨膨脹出現大量貶值。據相關估計，參照全國社保基金理事會2000年成
立以來收益率9.17%，從2000年至2010年，養老保險基金以1.8%的利率存放銀行。以此計
算，10年來養老金損失了6,000多億元。由此看來，在「2.23萬億元空賬」和「6,000多億元的
貶值」面前，延遲退休1年減緩「200億」缺口微不足道。此外，從人社部公報看，去年財政
補貼養老金達2,000多億。實際上延遲退休不能解決養老金支付危機。延遲退休年齡是一個趨
勢，可以一定程度緩解養老金支付壓力，但不能寄希望於通過這個途徑解決問題。
■資料來源：

1.《延遲退休難解養老金壓力 民眾不滿雙軌制》，搜狐網

http://business.sohu.com/20120716/n348222534.shtml；

2. 鄭秉文：《中國養老金發展報告2012》，經濟管理出版社，2012.

現代中國+全球化

2012年，人力資源及社會保障部表示將廣泛徵求各方意見，

適時提出彈性延遲領取基本養老金年齡的政策建議。然而，作為

從2010年起率先試點該政策的上海，兩年來申請人數僅千人。與每年超過百萬的

退休職工總數相比，可謂乏人問津。因此，退休年齡應否延遲再一次成為了人們爭

論的焦點。 ■嘉賓作者：岳經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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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退休早？

■江蘇邗江舉行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

險老年居民補貼發放暨消除城鄉「零

就業」家庭啟動儀式。 資料圖片

■應聘者在山東省師範類畢業生供需見面會上尋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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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部正式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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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資源和社會

保障部正式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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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在社區志願者的

攙扶下，到植物園放風

箏。 資料圖片

致
我
們

致
我
們

致
我
們

致
我
們

致
我
們

致
我
們

致
我
們

致
我
們

致
我
們

致
我
們

致
我
們

致
我
們

致
我
們

致
我
們

致
我
們

致
我
們

致
我
們

致
我
們

致
我
們

致
我
們

致
我
們

致
我
們

致
我
們

致
我
們

致
我
們

致
我
們

致
我
們

致
我
們

致
我
們

致
我
們

致
我
們

致
我
們

致
我
們

致
我
們

致
我
們

致
我
們

致
我
們 ■在武漢華中科技大學光

谷體育館舉行的招聘會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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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漢華中科技大學光

谷體育館舉行的招聘會現

場人潮湧動。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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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遲退休 大勢所趨

反對方：延遲退休 副作用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