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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
延迟退休

9月10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
关于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决定草案的议案。退休年龄为何要延迟？改
革实施的经济社会背景是怎样的？会影响就业吗？记者多方采访了权威专家。

为了积极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

“十四五”规划和党的二十大报告都明确提出，实施渐进
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在“十四五”规划中，“逐步延迟法定退休
年龄”被写入了“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章节。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议》对健全人口发展支持和服务
体系作出部署，提出“按照自愿、弹性原则，稳妥有序推进渐进
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专家表示，这也表明改革的主要
目的是为了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战略规划研究室副主任关博表
示，当前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最基本的一个国情，而人口高质
量背景下，迫切需要进一步释放社会的劳动要素资源潜力，推
动整个全要素生产率达到一个更加适宜的水平。无论是人口
预期寿命的延长，健康水平的提高，特别是社会生产能力的改
善，让劳动力与社会生产的结合方式，过去几十年里发生了明
显的变化，这些都为调整相应的政策提供了一个客观的条件
和政策的可能性。

有助于我国人力资源的充分利用

“延迟退休是为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推出的重大改革，
有助于我国人力资源的充分利用。”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
研究院院长莫荣表示。

我国现行法定退休年龄为男职工60周岁、女干部55周
岁、女工人50周岁。

“这是上世纪50年代根据当时的人均预期寿命、劳动条
件、用工方式等确定的。与70多年前的情况相比，当前人均
预期寿命、受教育年限、人口结构及劳动力供求关系都发生了
深刻变化。”莫荣表示，相应推迟退休年龄，可以说是一种必然
趋势。

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相比，我国人均预期寿命已从40岁左
右提高到了现在的78.6岁，同时劳动者受教育年限大幅增加，
参加工作的时间明显推迟。另一方面，我国16至59岁劳动
年龄人口数量持续下降，60岁及以上老年人却不断增多。

“延迟退休更深层次的意义在于优化人力资源配置，提高
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和效率。”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南开大
学经济学院教授原新说。

我国2035年左右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

“十四五”规划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议》中，“延

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内容都被放在了与人口发展有关的部
分。那么，我国的人口总体发展情况和老龄化程度有哪些
变化？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总人口规模为5.4亿，截至2023年
总人口已经达到14.1亿人。人口数量总体快速增加的同时，
人口发展也刚刚跨过两个重要转折点。

一是从人口出生情况来看，中国从2022年起出现人口负
增长，2023年延续负增长态势。

二是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于2021年达到
14.2%。

按照国际上的一般划分，这标志着继2000年中国以7%
的老龄化率进入老龄化社会之后，从此进入中度老龄化阶
段。据预测，2035年左右，60岁及以上老年人将突破4亿，占
比超过30%，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到2050年前后，我国老
年人口规模和比重将达到峰值。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赵忠表示，法定退休年
龄制度在20世纪50年代确定以后，事实上一直没有进行比
较大的调整或改变，根据当时的人口状况、经济发展来制定
的政策体系，和现在的人口结构和社会经济发展是脱节
的。通过制度性的改革，可以更好地来增加国家劳动力的规
模，事实上对于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意
义。

短期内释放的劳动力规模不会太大

公众不仅关心延迟退休改革本身，与之相关的就业等民
生问题也备受关注。一方面，有人担心延迟退休会增加青年
就业的难度；另一方面，随着竞争压力加大，大龄劳动者会不
会更难获得就业机会？

“公共政策调整有一个基本原则，那就是对社会的冲击和
波动越小越好，延迟退休也不例外。渐进式推进，意味着短期
内向社会释放的劳动力规模不会太大，对就业市场的影响总
体是有限的。”原新说。

“从人力资源市场供给看，允许一部分有意愿、具备条件
的大龄人员继续工作，可以中和部分减少的劳动年龄人口。”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董克用认为，从长期看，延迟退休也有利于
保持劳动参与率。

对于青年就业岗位，董克用表示，主要依靠经济发展的增
量而非存量来提供。“年轻人和大龄劳动者青睐的行业有交
叉，但重叠度并不高。年轻人更愿意去互联网、数字经济、新
兴产业等就业。”

“对大龄劳动者就业问题，则需打破‘35+’年龄门槛，创
造更为公平的就业环境。”董克用说。

“相信如果延迟退休改革决定审议通过，相关部门还将在
促进就业、规范招聘市场秩序、维护劳动者权益等方面持续发
力，以更有针对性的举措，着力保障劳动者高质量充分就业。”
原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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