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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08年11月，人社部社會保障研究所負責人就稱，相關部門正
在醞釀在條件成熟時延長退休年齡。2012年，由人社部、發改委等

部門制定的《社會保障「十二五」規劃綱要》發布，其中提出「研究彈
性延遲領取養老金年齡的政策」。上月26日，人社部副部長游鈞在人社
部國新辦發布會上公開表示，正會同相關部門研究延遲退休具體改革方
案。
事實上，中國已面臨着從輕度老齡化進入中度老齡化階段發展的態

勢。數據顯示，截至2019年末，中國60歲及以上人口約有2.54億，佔總
人口的18.1%，預計「十四五」期間老年人口將超過3億人。

倡推漸進式方案
中國現行法定退休年齡是男職工60周歲，女幹部55周歲，女工人50
周歲。游鈞說，這一規定是在新中國成立初期根據當時人均預期壽命、
勞動條件、用工方式等諸多因素確定的，改革開放以後，中國人均預期
壽命大幅提高，從新中國成立初期的40多歲提高到了2019年的77.3歲。
同時，中國的經濟社會發生了巨大變化，退休年齡總體偏低的問題就顯
得十分突出。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鄭秉文表示，

實施延遲法定退休年齡，不僅可以避免人力資源浪費，而且可以增加養
老金的收入來源。
他指出，延遲退休主要涉及三個年齡群體，即原定退休年齡的60歲男
性，55歲女幹部以及50歲女工人。其中原定50歲退休的女工群體涉及到
的延遲幅度最大，並且由於50歲過後多數女性進入了照顧孫輩以及整個
家庭起居的階段，如果延遲退休，容易導致整個家庭牴觸情緒上升，因
此確定延遲退休方案首先要徵求社會意見，實施漸進式延遲退休。

支持反對各有理
有人認為，現在家庭的普遍結構是老人幫忙帶孩子，如果延遲退休，

年輕人的生活壓力更大，生育意願下降，長遠而言繳納養老保險的人數
減少，養老金缺口將越來越大。另一方面，在激
烈的就業競爭中，老年人佔據工作崗位，年輕人
機會減少，會造成更大的就業壓力。
另有人則認為，現時培養一個高層次人才獲

得博士學位，其就業時年齡普遍在30歲左右，
如果是女性，55歲退休，那麼工作的時

間才20多年，在人才經驗最為
豐富且年富力強之時退
休，是一種浪費。
對此，不少人認為，延

遲退休是國家針對當前的
發展作出的調整，應當設
彈性空間，讓個人自行選
擇。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逐步延遲法定退休年齡。至此，提出已有10餘年

的「延遲退休」終於正式提上日程，引起全民高度關注。延遲多久退休？男性和女性統一年齡退

休？還是統一延遲退休年限？養老金夠不夠？一系列問題成為網友們最為關注的話題。對此，有

專家表示，漸進式延遲退休方案有望在「十四五」時期出台實施，但不能以年齡一刀切，應當綜

合考慮不同行業和勞動者的情況，推行彈性退休制度，包括強制退休、自願退休等，以多層次開

發人力資源。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望賢 深圳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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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延遲退休的討論中，最受關
注的無疑是養老金的問題。中國社
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此前發布的
《 中 國 養 老 金 精 算 報 告
2019-2050》指出，養老金到2035
年將耗盡累計結餘。全國政協委
員、中國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
主任鄭秉文日前接受媒體訪問時表

示，中國GDP總量世界第二，佔
全球GDP的16.3%，但中國各類養
老金佔全球養老金比重僅為2.8%，
有限的養老金儲備難以應對不久之
後的老齡化高峰。
中國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建立了三

支柱的養老金體系。第一支柱是國
家舉辦的強制性基本養老制度；第

二支柱為補充性養老保險，後來發
展為企業自願舉辦的企業年金和機
關事業單位強制加入的職業年金；
第三支柱是個人和家庭為單位自願
建立的賬戶制養老金制度。
有專家指出，中國養老金總量構

成中大約四分之三來自戰略儲備基
金和第一支柱養老金，第二、第三

支柱佔比很少，而發達國家正好相
反，建議通過發展稅優型第二、三
支柱，引導企業和個人將一般儲蓄
轉化為養老儲蓄，同時，盡快推出
一個完整的、容納所有金融產品的
賬戶制第三支柱設計方案，讓第三
支柱成為真正的賬戶制養老金，成
為第二支柱的「蓄水港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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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大學管理學院教授馬敬
仁認為，中國的退休制度，原
是借鑒蘇聯制度，但中國經過
40年的改革開放，退休人群已
經有了很大的變化，退休制度
需要作進一步的改革和調整。

但延遲退休不應該以年齡為界限實行一刀切，而應
該從頂層考慮，採用多種彈性的方式，根據不同的
勞動群體來解決安排好退休的年齡和退休的制度，
多層次開發和利用人力人才資源，以適應老齡化社
會的發展。

應據崗位及國情安排
他建議，在做制度設計的時候，可以借鑒香港、

新加坡、日本等的經驗，考慮不同崗位的情況，給
予不同的安排。例如，像公務員和事業單位以及一
些勞動強度較大的特殊崗位等，可以實行強制退休
制度。而針對一些人群，例如教師，勞動的質量和
水平比一般新入職新就業的人員要高，應當視為一
種社會資源，進行多層次開發，推行自願退休制
度，讓有意願的人才可以持續進行服務。此外，社
會其他各領域，或者某些特殊特種行業，如果人才
青黃不接，或者節能技術有特殊需求，可以考慮彈
性退休制度。
他強調，多種退休制度的結合，還涉及到勞動制

度、就業制度、社保制度、醫療制度等的配合，是
一個系統工程，應該根據國家的國情，進行系統整
體的設計，以形成彈性的就業和退休制度，使社會
充分就業，勞動者的人力資源得到充分的發揮。

隨着延遲退休的討論升溫，「年齡歧
視」也成為焦點。長期以來的人口紅利讓
許多用人單位習慣性地以「年輕」為標準
招人才。在各類招聘廣告中，年齡限制普
遍存在。

一位在香港從事金融投資的朋友曾對香
港文匯報記者感歎，作為一名資深從業人士，去年因為家庭關
係本計劃到內地工作，但尷尬地發現，儘管有在香港操盤的豐
富經驗，卻因為年屆四十，很難找到合適的崗位。而在香港，
團隊中有60多歲的成員仍司空見慣。

事實上，大部分企業給不同層級的崗位設置了相應的年齡限
制，許多人才都遭遇年齡的焦慮。在國有企業上班的張先生就
表示，過了40歲，如果沒有升職到一定的級別，就只能止
步。「如果是碩士研究生，或者博士生，就業時年齡本就比一
般人大，只能『跑』得更快，否則沒能在合適的年齡升到對應
的崗位，一切『白搭』，這並不公平。」

延遲退休，人才有了更長的職業生命，企業也需要改變人才
觀念，不以「年齡」論英雄，而是應該客觀地評價個人的經驗
和能力，讓人才充分體現價值。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望賢

制度宜彈性
多層次納才

隨着全球人口老齡化日漸明
顯，延遲退休也是全球的一個
整體趨勢，目前世界主要經濟
體的退休年齡普遍都在65歲以
上。
2020年3月13日，日本政府

將國家公務員退休年齡從60歲
延長至65歲，從2022年度起每

兩年上調1歲，到2030年度推
遲至65歲，同時將日本檢察官
的退休年齡從63歲推遲至65
歲。另外，勞動者可以在60到
70歲之間自選退休年齡，但是
選擇65歲以上年齡，退休金有
適當的提高。
新加坡方面，到2030年，該

國人民法定退休年齡將延長至
65歲；重新僱傭年齡也將延長
到70歲。
德國政府自2012年起將法定

退休年齡從65歲逐步提高至67
歲：到2024年法定退休年齡推
遲到66歲，到2031年法定退休
年齡推遲到67歲。

職場何時不以年齡論英雄

老齡化全球化 星日德紛延退

擴個人養老金 解決資金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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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後」
王女士

支持延遲退休，但允許個人有選
擇的餘地。當今社會，人才受教育
的程度越來越高，意味着參與工作
的年齡越來越高，延遲退休能夠讓
他們有更長的職業生涯，充分發揮
人才的價值。此外，女性和男性的

生理狀況也不同，允
許彈性選擇。

●● 老年人才在江蘇南通市老年人才在江蘇南通市「「銀髮銀髮
人才人才」」服務企業創新發展招聘會上服務企業創新發展招聘會上
與用人單位簽約與用人單位簽約。。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全球人口老齡化全球人口老齡化，，延遲退休是整體趨勢延遲退休是整體趨勢。。圖為圖為
今年將年滿今年將年滿6060歲正式退休的資深機長教員李晶歲正式退休的資深機長教員李晶
（（左左））和副駕駛和副駕駛、、機長開航前準備會機長開航前準備會。。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 年過八旬的著名動物學家費梁年過八旬的著名動物學家費梁、、葉昌葉昌
媛夫婦退休後仍在工作中媛夫婦退休後仍在工作中。。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各方意見

理解這是國家基於現在的社會發
展作出的政策調整，有合理性，但
是也希望能有彈性選擇，個人希望
提前退休。「80後」面對的壓力
很大，大學就業競爭大，上班沒有
單位分房，又趕上了房價大漲的年
代。希望60歲後能放下工作，做

一些自己感興趣的
事情，或者跟家人
一起環遊世界。

「80後」
張先生

「90後」
李小姐

作為「90後」，感覺延遲退休
挺遙遠，畢竟還要再工作好幾十
年。但我關心的是，在這種養老保
險邊收邊發的制度下，退休之後生
活能不能得到保障。父母一輩則關
心，延遲退休以後能否幫子女照顧

下一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