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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回应延迟退休年龄至65岁

在前不久举行的第三届中国劳动论坛上，有关专家透露，相关部门正在酝酿条在前不久举行的第三届中国劳动论坛上，有关专家透露，相关部门正在酝酿条
件成熟时延长法定退休年龄，有可能女职工从件成熟时延长法定退休年龄，有可能女职工从20102010年开始，男职工从年开始，男职工从20152015年开始，年开始，
采取“小步渐进”的方式，每采取“小步渐进”的方式，每33年延迟年延迟11岁，逐步将法定退休年龄提高到岁，逐步将法定退休年龄提高到6565岁。岁。

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一消息立即成为公众热议的焦点。网上也是褒贬不一，但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一消息立即成为公众热议的焦点。网上也是褒贬不一，但
反对的声音明反对的声音明显占据上风。延迟退休年龄，涉及社会诸多方面，是一个大课题。为显占据上风。延迟退休年龄，涉及社会诸多方面，是一个大课题。为
何会在此时提出延迟退休年龄，时机是否成熟？延迟退休会不会进一步加剧就业压何会在此时提出延迟退休年龄，时机是否成熟？延迟退休会不会进一步加剧就业压
力？延迟退休是完善社会保障的唯一途力？延迟退休是完善社会保障的唯一途径吗？径吗？1111月月1212日，“退休方案”专家组成员之日，“退休方案”专家组成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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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迟退休年龄”所引发的诸多热点话题“延迟退休年龄”所引发的诸多热点话题一一作出回应。一一作出回应。 晚报记者晚报记者 袁帅袁帅

郑州晚报：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障体系是否
公平？

张明锁：我认为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离公
平普惠的目标还有很大的距离。首先，是制度
缺失的问题，许多劳动者根本没有任何养老金
保障。其次，才是有养老金的人，在不同的制度
下，享受的待遇有很大的差距，所以，我们需要
尽快做的就是要弥补制度的缺失。

郑州晚报：如何改变这一现状？
张明锁：我认为，要尽快建立农民养老保险

制度，要为没有任何养老金来源的低收入老人，
建立非缴费型的老年津贴制度，让每一个老人
都能够有相应的养老金来源，最终实现多元养

老保障制度的全覆盖。然后，才是逐渐缩小不
同群体之间的差距。

郑州晚报：假如您是老板，会雇用60岁以
上的员工吗？

张明锁：这个问题要一分为二地看，如果是
一个工作岗位对体力的要求高，我肯定愿意选
择年轻一点的人。但是，还有一些工作岗位对技
术、经验的要求高，年龄大一点的人会更合适。

郑州晚报：一项网络调查显示，有九成网友
反对延迟退休，这么多人反对，还能执行吗？

张明锁：如果一项公共政策遭到九成的人
反对，我认为是不可能实施的，因为它不具备实
施的基础。但是，对于退休年龄的调整，也许会

有越来越多的人赞成，只要将其对就业的影响
降低到最小的程度，对特殊的劳动群体加以特
殊的保护，同时允许有一定的弹性空间，小步渐
进，反对的人就会越来越少。

郑州晚报：您本人是希望60岁还是65岁退休？
张明锁：我今年 57岁了，按照现行退休制

度很快就能退休了。但是，我希望能再多工作
几年，因为，还有很多我想做的工作没有做。说
实话，退休后我想再找份工作不难，也可以根据
自己的兴趣安排我的生活，可是，一旦离开了我
现在的工作岗位，有些我想做的工作就没办法
再做了。因此，我更愿意，在身体条件允许的前
提下，多工作一点时间。

多种原因促使
酝酿延迟退休

郑州晚报：“延迟退休年龄”这个话题
引起公众热议，您怎么看？

张明锁：公众参与公共政策的讨论是
很有必要，也是非常重要，尤其是涉及像
退休年龄这样的公共政策，它关系到每一
个人的切身利益，关注它是正常的，有不
同的意见也是正常的。各项公共政策都
应该听取公众的意见，这样政策才能得以
完善。

郑州晚报：一般情况下，确定退休年
龄的依据是什么？

张明锁：退休年龄的确定，主要是
根据健康状况、人均预期寿命、年龄分
布——老年人口比例、经济发展对劳动的
需求等。此外，还有人们对劳动权利的认
识，该享受养老还是劳动。

郑州晚报：此次酝酿延迟退休年龄的
背景是什么？

张明锁：我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
因。一是我国养老金缺口大，据有关专家
测算，我国退休年龄每延迟一年，养老统
筹基金可增长 40 亿元，减支 160 亿元，减
缓基金缺口200亿元。二是我国人口老龄
化问题日益严重，随着时间的推移，老年
人会越来越多，到时我国劳动力过剩的就
业形势，很可能将转换为劳动力不足，这
么多老年人不参加工作，却要正常生活，
他们的养老问题将会十分棘手，因此，让
一部分老年人继续工作，是解决养老金缺
口的必要举措，同时也能顺利化解因老龄
化加剧而导致的劳动力不足。三是我国
目前养老保障制度不够健全，确实需要作
出调整。

郑州晚报：不少网友认为，相关部门
酝酿延迟退休只是为了缓解养老金缺口？

张明锁：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我认
为养老基金是否足够，不是延迟退休年龄
的原因，而只是它的结果。延迟退休年龄
的根本原因还是人均预期寿命的延长和
人一生当中受教育年限、工作年限、养老
年限的合理调整。

郑州晚报：问题在于，我国的养老金
确实存在缺口，如何解决？

张明锁：调整现有的养老保障制度，
持续扩大养老保险的覆盖面积。有测算
显示，如果到 2020年，我国的养老保险制
度能够覆盖到全体劳动者身上，至少40年
以内不存在养老保险基金不足的问题。

郑州晚报：延迟退休年龄是不是一种趋
势？

张明锁：肯定是一种趋势。在我国，有关
延迟退休年龄的建议，实际上在理论学术界是
大多数人的共识，延迟退休年龄是人均预期寿
命持续延长的必然结果，也是人生周期安排的
合理调整。比如在欧美、韩国、日本等国家，人
们的退休年龄都在逐渐提高，这是应对全球人
口老龄化的必由之路。

郑州晚报：如果说延迟退休年龄确实是一
种趋势，那么根据我国的国情，现在是延迟退
休年龄的合适时机吗？

张明锁：尽管调整退休年龄的说法尚处于
学术研究阶段，还没有上升到政策的层面，但
是一定要注意，不能等到人口老龄化高峰到来
才调整退休年龄。

根据人口学家的统计和测算，我们现在65
岁以上的老年人已经超过 1亿，60岁以上的老

年人已经超过1.5亿，到2030年以后的高峰期，
这个年龄段的老年人可能达到 3 亿或者 4 亿，
到那时候谁来为我们养老？所以，及早地研究
和考虑退休年龄的问题，其实是一种理性的表
现，它能将未来的巨大风险逐步地化解。

郑州晚报：目前，我国面临不小的就业压力，
不少人认为，当务之急是尽快解决就业问题。延
迟退休年龄是否会进一步加剧这种压力？

张明锁：从短期看，延迟退休年龄会对我
国就业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取决
于延迟退休年龄的方式。而从长期来看，退休
年龄的高低和宏观就业量不存在直接关系，延
迟退休年龄与就业没有必然的联系。

从宏观来看，一个国家的就业容量并不取
决于退休人员所占岗位的数量，而是取决于经
济发展所创造的就业岗位数量。随着我国经
济社会的持续发展，新创造的就业岗位必然会
持续增加。

很多人认为，延迟退休年龄会影响青年人
就业，事实并非如此。因为老年人就业和年轻
人就业并不存在绝对的替代关系。目前，老年
人“退而不休”的现象相当普遍，大量退休老人
在从事着有报酬的劳动，从而并未从总量上释
放出足够可供年轻人就业的岗位。所以，需要
讨论的其实不是该不该延迟退休的问题，而是
如何理性地延期的问题。

郑州晚报：如何理性延期？
张明锁：如果是一下子延长到 65岁，肯定

会对目前的就业格局产生重大的影响，对青年
人就业会造成不利。因此，延迟退休年龄只能
采取小步渐进的方式，比如，每年延迟几个月，
逐步达到预期。

这种小步渐进的方式，可能会使退休年龄
延迟目标推迟，但能够将延迟退休年龄对个人
的影响降低到最小，符合社会公平原则，进而
可以降低改革的压力。

“小步渐进”方式对就业影响很小

郑州晚报：按平均寿命72岁算，65岁退休，
只能拿7年的退休金，却要交几十年的养老金，
老百姓似乎并没有受益？

张明锁：不能这样算账。并不是把65岁退
休当成现在马上要实现的目标，而是一个逐步
实现的过程。从研究的角度来看，它应该是40
年以后的目标，我国的人均预期寿命从建国初
期 50 岁左右到现在的 70 多岁，是持续延长
的。现在像北京、上海等发达城市的人均预期
寿命，实际上已经超过 80 岁，我相信 40 年以
后，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也应该是在80岁以上。

郑州晚报：有网友表示，延迟退休年龄是
政府在甩养老金这个包袱？

张明锁：这种想法是一种误解，虽然改革
开放后，我国的财政收入在不断持续增长，政
府也确实应该满足老百姓的养老需求，但是，
国家需要花钱的地方实在太多。一个很简单
的道理：子女应该赡养父母，这是义不容辞的，
但是，子女的能力有大有小，能力大的子女，其
父母在物质上可以得到更好的照顾，能力小的

子女，其父母得到会少一点。
此外，大家还应该注意到一个很关键的问

题，那就是，养老金的支付是一个刚性过程，只
能升不能降。比如，现在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是
每个月 1000元，未来也只能高于 1000元，至少
不能低于 1000元，如果低于 1000元，所有人都
不干了，都不会同意的。

郑州晚报：或许弹性退休制度会比“一刀
切”更好？

张明锁：对，说得很对。应该分行业、分种
类进行改革，不应该“一刀切”。对于那些困难
人群、下岗职工、单位效益不好的工作人员、从
事体力劳动者等，也强制他们延迟退休是不合
适的，这部分人收入不高，还要缴纳养老保险
金，他们本来盼望着早点退休，然后领取养老
金，现在又让他们延迟退休，肯定会强烈反对，
也不利于社会稳定。

但是，对于一些高技能人才就不一样了，
这部分人往往退休后也不会闲着，而是进行二
次就业。比如，很多大学教授退休后，都会到

一些民办高校继续任教，他们有丰富的教
学经验，民办高校很欢迎他们，而这些教授
除了获得退休金外，还能得到额外收入，何
乐而不为？现在，有关部门已经出台了相
应政策，高技能人才可以适当延迟退休。
实际上，目前高技能人才“退而不休”已是
普遍现象。

郑州晚报：“内退”也是客观存在的，有人
为什么希望早点退休，如何解决？

张明锁：希望早点退休的人，绝大部分属
于收入不高的困难人群。稍加留心你就会发
现，这些人在工作时得到的报酬不高，或者说
工作报酬低于他将来的退休金，这样下来，他
当然希望早点退休了。

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养老金与最低
工资、最低生活保障谁高谁低，养老金高于最
低工资和最低生活保障，很多人都希望早点退
休，没有了工作积极性。如果养老金低于最低
工资和最低生活保障，肯定不会再有人提前退
休，从而也调动工作积极性。

亟待建立多元养老保障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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