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家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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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影响就业吗？记者多方采
访了权威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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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迟退休改革决定提请审议
退休年龄为何要延、会影响就业吗？审议如果通过，政策上会有哪些应对？相关部门有哪些针对性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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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会推迟退休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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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迟退休年龄有哪些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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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议如果通过会有何应对

事实上，针对公众反映的突出问题，一系列举措正
在相继推出。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接连下发通知，
分别就加强人力资源市场规范管理、改进和规范事业
单位公开招聘推出一系列新举措，包括加强对就业歧
视行为监管，对发布含有歧视性内容招聘信息的加大
惩处力度；要求招聘不得设置歧视性、指向性以及不合
理的限制性条件，坚决杜绝“萝卜招聘”“因人画像”“近
亲繁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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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

“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是基于我国经济、社
会、人口形势发展需要，着眼长远，经过长期酝酿、充分研
究、审慎决策作出的重大改革，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
求，是我国适应人口发展新常态的必然选择，事关以人口
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客观必然性和现实
紧迫性。”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院长莫荣研究
员说。

这项改革是适应我国人均预期寿命、受教育年限
普遍增加的客观情况，提升人力资源开发利用效益的
需要。

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医疗技术进步及卫生环境改
善，我国人均预期寿命已提高到78.6岁，同时，我国新增
劳动力人均受教育年限从1982年的8年增加到2023年
的14年，实现大幅提高。

“这也意味着，劳动力开始工作的年龄有所推后。
在法定退休年龄不变的情况下，平均工作年限缩短将导
致人力资本利用率降低等问题。”莫荣表示，结合国际经
验和我国国情，实施延迟退休改革有利于提高低龄老年
人劳动参与率，提高劳动力供给潜力和质量，促进人力
资源开发利用，推动人口红利向人力资源红利转变。

这项改革是适应劳动年龄人口变化，增加全社会劳
动力有效供给的需要。

“当前我国人口发展呈现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
增减分化的趋势性特征，劳动力年龄结构发生了重大转
变。”莫荣告诉记者，截至2023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人
口达2.97亿人，占总人口比重为21.1%。近年来，我国劳
动年龄人口出现下降，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还将
不断降低，“实施延迟退休改革有利于稳定劳动参与率，
保持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和活力，是实施积极应对人口
老龄化国家战略的重要举措，能够更好支撑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

这项改革是适应劳动者就业意愿多样化的有效措
施，有利于支持职业生涯自主规划选择。

“延迟退休改革按照自愿、弹性原则，充分考虑了不
同群体的诉求，让劳动者可以自主选择适合自己工作和
生活的退休方案。想早一些退休的职工，在满足养老保
险最低缴费年限等条件下，可以选择弹性提前退休。有
意愿、有能力、有条件继续工作的低龄老年人，也不用过早
退出劳动力市场，可以选择继续工作。”莫荣认为，改革将
为老年人社会参与创造条件，使拥有更强劳动意愿、更高
人力资源禀赋的大龄劳动者可以发挥更大价值。

据人民日报客户端

为什么要实施这项改革？改革实施的经济社会背
景又是怎样的？

专家：改革主要目的是应对人口老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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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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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2035年左右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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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总人口已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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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老龄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来自一个积极的变
化，就是人口预期寿命的大幅度提高。2023年，中国人均
预期寿命已达78.6岁，健康预期寿命，即在身体健康状态
下的生存年数也显著提高。并且，随着科技发展和经济
结构的改变，纯粹依赖于重体力的劳动在大幅减少，更多
的是知识型、技能型的岗位，这为延长工作年限提供了更
多可能。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赵忠表示，预期寿命
增加，意味着可以继续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年龄也增加
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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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央视

延迟退休改革是适应人口发展
新常态的必然选择

——访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
学研究院院长莫荣研究员

当前人口老龄化
已成为最基本的一个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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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军表示，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

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全面部署，将为中国式现代化
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上半年，大陆新设台商投资企
业数同比增长9.2%，两岸贸易额同比增长7.6%，两岸人员
往来同比增长99.5%。由此可见，广大台商台胞台青对大
陆发展充满信心，大陆作为台商台企投资兴业、做大做强的
最佳选择更加突出，两岸融合发展的大势不可阻挡。重庆
作为大陆重要的中心城市，区位优势明显、产业基础坚实、
基础设施完善，当前正持续放大国家战略叠加效应，推动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走深走实，强化西部陆海新通道牵
引作用，加快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奋力打造新时代
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内陆开放综合枢纽。重庆是汇
集众多重大历史机遇的希望之城，也是广大台商台胞台青
兴业发展的沃土。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将一如既往地支持渝
台两地交流合作，为广大台商台胞台青在重庆实现更好发
展增添助力。

胡衡华代表市委、市政府，代表袁家军书记，向各位嘉
宾来渝出席“重庆·台湾周”表示欢迎，向长期关心支持重庆

发展的两岸朋友表示感谢。胡衡华说，当前，全市上下正深
入学习贯彻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做实“两大定
位”、发挥“三个作用”，努力打造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增长
极动力源，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重庆篇章。重庆与台湾
历史渊源深厚，交流交往日益密切。实践证明，两岸融合发
展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两岸经贸交流合作的步伐不可阻
挡，两岸同胞走亲走近的意愿不可违背。面向未来，我们将
围绕“打造两岸交流新高地、台资西移集聚地、台胞筑梦向
往地”目标，进一步发挥“重庆·台湾周”纽带作用，支持台胞
台企更好融入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西
部陆海新通道、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培育共
同市场，拉紧共同纽带，打造共同家园，推动渝台融合发展
迈向更高水平、更宽领域、更深层次。欢迎广大台湾同胞多
到重庆走一走、看一看，在深化渝台交流合作中携手筑梦前
行，在实现民族复兴伟业中共创美好未来。

夏立言表示，台湾和重庆都充分发扬中华文化的多
元性和包容性，无论在血缘、历史、文化等各方面，都有
非常深厚的渊源，两岸同为炎黄子孙、同属中华民族。

重庆在两岸历史与政治关系中有着独特地位，一定能发
挥举足轻重的影响力。重庆北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南连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台商在此经营，足以打造具备国
际竞争力的知名企业；台青在此求学工作，能够培养洞
察世局的广阔视野。重庆所提供的，正是一个两岸携手
发展的舞台和机会。

9日下午，胡衡华集体会见了出席活动的部分重要嘉宾。
开幕式上，来自台湾的相关企业和行业协会与重庆市相

关区县集中签订了两岸经贸合作重点项目9个，主要涉及新
能源、创业服务、新材料等领域，投资总额118.7亿元人民币。

两岸企业家峰会大陆方面秘书长林军、能源及环保节
能产业合作推进小组台湾方面召集人杜紫军、信息产业合
作推进小组大陆方面召集人刘利华、中小企业合作及青年
创业推进小组大陆方面召集人张卫国、信息产业合作推进
小组大陆方面副召集人吴家农，市领导商奎、赵世庆、张国
智、王昱，全国台企联，部分省市台办、台协，两岸有关民间
团体、工商团体的代表，以及两岸专家学者、媒体记者，重庆
市有关部门、区县负责人等参加开幕式。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周尤 王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