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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观点： 

 延迟退休是国际社会普遍使用以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基本解决方案之一，

我国的延迟退休政策经过了数年的准备和酝酿，即将进入改革加速推进

的阶段。7月19日，二十届三中全会全票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

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其中关于延迟退休的表述，

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在适当时候稳妥推出延迟退休政策”，变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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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意味着，我国延迟退休政策的推进节奏有望加快。 

 背景概况：中国已全面步入深度老龄化社会，人口老龄化速度居于全球

前列，预计进程还将进一步加快。不断加深的老龄化程度导致两方面问

题：一方面，我国养老金支付存在缺口，支付压力不断增大；另一方

面，我国劳动力供给持续不足，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为解决这些问题，

国际社会普遍采取延迟退休措施，美国、德国、法国、日本等国陆续推

出调增法定退休年龄政策。此前，我国已多次提及延迟退休，作出“适

时稳妥推出延迟退休政策”的明确表态。 

 国际经验：从发达经济体的经验来看，法定退休年龄普遍设定在 60 岁

以上，且设定了完善的延迟退休制度。英国、美国、德国、法国、日本

等国均预留了较长过渡期，尽量减少改革对于劳动力市场、经济增长、

养老金收支等方面造成的冲击。其中，美国规定弹性退休年龄区间，设

定提前退休年龄及延迟退休年龄，构成退休年龄窗口期；法国将法定退

休与全额领取养老金要求分开，规定全额领取养老金仅与缴费年限相

关；日本大力鼓励和支持老龄人口就业，具有丰富的构建积极老龄劳动

力市场，帮助老年人提高专业技能，实现老年人再就业的实践经验。 

 中国实践及政策展望：目前，我国现行退休政策仍沿用建国初期的标

准，男性退休年龄为 60 周岁，女干部退休年龄为 55 周岁，女工人退休

年龄为 50 周岁，明显落后于现阶段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自 2012

年至今，我国陆续发布一系列“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最近一次，我

国在 7 月 19 日召开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全票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

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措辞由“在适当时候稳妥

推出延迟退休政策”变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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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迟退休政策的推进节奏有望加快。 

 目前，全国统一的延迟退休政策尚未公布。本文列举不同开始推行年份

以及不同推进速度的三种情景，实现男性职工 65 岁退休、女性干部 60

岁退休、女性工人 55 岁退休。情景一为自 2025 年开始每年延迟 3 个

月；情景二为自 2030 年开始每年延迟 3 个月；情景三为每年延迟 4 个

月，女性工人自 2025 年开始推延退休年龄，女性干部和男性职工自

2040 年开始延迟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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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影响：延迟退休政策的推行将会对经济社会产生深远且复杂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财政、就业、人口三方面。1）从财政

方面来看，延迟退休对于养老保险计划收支余额的影响短期内主要来自于缴费年限效应以及退休年限效应，能够改善养老金

计划收支余额状况；长期内主要来自于替代率效应和差异效应，或将导致养老金收支平衡进一步恶化。2）从就业方面来看，

延迟退休对就业既存在消极的挤出效应也包括积极的产出效应，在政策推行之初消极的挤出效应达到最大，随着时间的推移，

积极的产出效应开始发挥作用。此外，延迟退休对不同行业的就业影响存在异质性，对高经济发展地区、民营企业、大规模

企业及劳动密集型企业促进作用更为凸显。3）从人口方面来看，延迟退休通过代际劳动交换以及代际经济交换作用于生育

率，其中，延迟退休政策对生育率的不利影响，可以通过配置相关配套措施来降低。 

 经验借鉴：1）小步调整，分类推进，渐进式施行延迟退休政策。一方面，在改革方案公布后，制定过渡期便于民众适应政

策调整，遵循“稳”字基调，避免对社会造成过大冲击；另一方面，根据不同性别，制定相应的延迟退休政策，缩小男女退

休年龄差距。2）考虑弹性退休制度，调整部分人群提前退休时间。搭建必要的提前退休通道，既鼓励高级技能人员、高学

历人员等延长退休年龄，又允许从事繁重体力劳动或者其他有害身体健康岗位的人员提前退休。3）推行相关配套政策，构

建积极的老龄劳动力市场。在《劳动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加强对高龄劳动者就业权益保护，完善高龄劳动者就业保

障政策，加大企业雇佣高龄劳动者的政策支持力度。4）建立延迟退休的经济补偿机制。包括适当降低职工的养老金缴费水

平，一定程度提升延迟退休人群工资，增加延迟退休人群的养老金给付水平等。 

 风险提示： 1）宏观经济超预期下行。若全球经济步入深度衰退，或将拖累我国经济与金融市场走势，导致我国社保基金投

资收益下滑，加重养老金收支压力。2）人口老龄化情况超预期恶化。我国人口老龄化现象严重且尚无向好势头，老龄化情

况持续恶化或将导致人口红利加速消失，进而影响我国延迟退休政策实施预期。3）政策方向存在变化可能。延迟退休政策

对财政、就业、人口等方面具有一定负面影响，同时舆论对延迟退休存在一定反对声音，对政策的推进造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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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全球很多国家纷纷推行了延迟退休政策，以应对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不足、养老金缺口扩大

等问题。我们通常所说的“延迟退休”政策，实际上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延迟退休年龄，其主要目的是延长老年人工作的

时间，在老龄化背景下保障劳动力供给；二是延迟领取退休金年龄，其目的是推后老年人领取养老金的时间，保障养老保

险体系的可持续性。目前，我国的延迟退休年龄基本等同于延迟领取退休金年龄，而国际上多数国家对此则有所区分。 

近年来，各国加快了延迟退休政策的步伐。2022年 10月，英国政府表态考虑最快将于 2035年把领取国家养老金的年龄提

高到 68 岁；2023 年 1 月，法国政府公布退休制度改革方案,计划 2030 年前将法定退休年龄从目前的 62岁逐步提高至 64

岁,并承诺将提高最低养老金标准。而近年来，我国的官方文件中也多次提及将实施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改革。例如，国家

“十四五”规划明确“将在‘十四五’时期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政策”；人社部的“十四五规划”则表示将

“按照小步调整、弹性实施、分类推进、统筹兼顾等原则，稳妥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逐步提高领取基本养老金

最低缴费年限”。2024年 7月 19日，二十届三中全会全票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

决定》，提出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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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我国延迟退休政策的

推进节奏有望加快。 

本篇报告为养老保险体系研究系列的第二篇，以延迟退休政策为研究对象，主要从延迟退休政策的背景概况、延迟退休政

策的国际经验、中国实践及展望，以及延迟退休政策的经济影响等方面梳理其特点，最后据此总结出值得借鉴的经验以及

相关政策建议。 

 

一、 延迟退休的背景 

中国已全面步入深度老龄化社会。世界银行关于人口老龄化的度量标准为：当一个国家或者地区 60岁及以上人口数量占该

国家或地区人口总量的比重超过10%，该国家或地区可视为进入老龄化社会；当 65岁及以上人口数量占该国家或地区人口

总量的比重超过14%，则可视为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当65岁及以上人口数量占该国家或地区人口总量的比重超过20%，

该国家或地区则进入超级老龄化社会。世界银行数据显示，截至 2022年末，我国 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已达 14%；国家统

计局抽样调查结果与其相近，我国 65岁以上人口占比达 14.9%。两项结果均反应我国已全面步入深度老龄化社会。 

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居于全球前列，进程还将进一步加快。我国的老龄化速度远快于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根据世界银

行统计显示，中国、日本、美国的老龄化进程（65 岁以上人口占比由 10%增至 14%）分别为 8 年（2014-2022 年）、12

年（1981-1993 年）、48 年（1964-2012 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人群（第二次婴儿潮时期）逐渐步入老年，而第

四次婴儿潮未能如期而至，导致我国老龄化进程进一步加快。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第二次婴儿潮人口约 3.37

亿人，占总人口 23.89%；第四次婴儿潮未能出现，并无明显潮峰。 

图表1 我国 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2000-2023） 图表2 2020年普查不同年龄段人口构成（亿人）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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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加深的老龄化程度导致两方面问题：一方面，我国养老金支付存在缺口，支付压力不断增大。据人社部发布的数据来

看，近 10年全国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累计结余由 2.39万亿增长至 5.26万亿，但随着老年人口的增加，我国养老

金的可支付月数1却由18.5降低至11.2。另一方面，我国劳动力供给持续不足，人口红利逐渐消失。据社科院预测，预计到

2050 年，我国 15 岁到 59 岁劳动年龄人口将下降到 7.1 亿人，比 2010 年减少约 2.3 亿人。建国至今，较高的劳动人口数

量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随着劳动人口数量不断下降，我国劳动力供给将在 2030年后出现严重不足状况，

人口红利即将消失殆尽。 

为解决这些问题，国际社会普遍采取延迟退休措施。海外发达国家大多较早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面对支付养老金人口数

量减少、养老金支付压力较大，以及劳动力供给数量不足、人口红利消失等问题，各国普遍采取推迟法定退休年龄的措施，

并收获了较为明显的效果。具体来看，美国自 2003-2025年将退休年龄从 65岁提升为 67岁，英国将自 2018-2046年将退

休年龄从 65岁增至 68岁，德国法定退休年龄在 2012-2029年从 65增为 67岁，法国在 2011-2018年退休年龄自 60岁提

至 62岁，并将在 2023-2031年自 62岁提至 64岁，日本法定退休年龄在 2013-2030年自 60岁提高到65岁。 

从理论角度来看，法定退休年龄与预期寿命整体应当呈正相关关系，法定退休年龄亟需适度调高，与预期寿命相匹配。随

着养老保障能力、医学技术水平不断提升，我国老年人口死亡曲线不断右移，人口预期寿命不断增长（图表3）。在我国当

前养老金制度框架下，在职人数减少将降低养老金供款，老年人口预期寿命的提升则增加养老金支出需求，进而加重养老

金支付压力。根据世界银行数据统计，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人口预期寿命为 44.59 岁，1990 年为 68.01 岁，2010 年为

75.60岁，2022年为 78.59岁2。然而，在预期寿命不断增长的趋势下，我国法定退休年龄多年未有提升，养老金供款减少

而支出需求不断增加。我们认为，应及时适度调增法定退休年龄以缓解养老金支付压力。 

此前，我国已多次在政策文件中提及延迟退休，作出“适时稳妥推出延迟退休政策”的明确表态。最近一次，2024年7月

18日，二十届三中全会全票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并再次重申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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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迟退休政策的推进节奏有望加快。 

图表3 我国平均预期寿命不断增长（1962-2022） 图表4 我国 15-59岁人口数量持续下滑（2011-2022）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平安证券研究所 

二、 延迟退休政策的国际经验 

相较于发展中经济体，发达经济体普遍更早进入老龄化社会，延迟退休政策的实施经验更为成熟。美国、法国、日本等发

达国家老龄化问题较为严重，各自形成了特点鲜明的延迟退休制度。一方面，制定渐进式退休年龄政策，调整养老金缴费

                                                 
1 可支付月数=年末滚存结余/（当年基金支出/12） 
2 王晓军,赵明.寿命延长与延迟退休:国际比较与我国实证[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15(3):11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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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领取的标准；另一方面，积极落实老龄人口就业保障措施，并为相关人群提供一定经济补偿。其延迟退休政策的具体内

容及实施效果，为我国相关制度的出台及推行提供了一定借鉴。 

 

2.1 概况：我国退休年龄较低，海外延退政策成熟 

与全球主要国家的法定退休年龄相比，我国男女退休年龄设定均偏低。当前，中国男性退休年龄 60 岁，女性退休年龄

50/55 岁，与主要发达经济体相比仍然偏低。从主要发达国家 2024 年的退休法定年龄来看，意大利、丹麦、澳大利亚、荷

兰退休年龄较高，为 67岁；美国、英国、德国退休年龄超过 65岁，日本、新加坡、俄罗斯（男）、法国退休年龄超过 60

岁，而韩国则与中国（男）退休年龄相同，为60岁。我们将全球主要国家 2010-2024年退休年龄变化情况总结如下图，选

取美国、日本、法国退休年龄具体来看，三国均设定了完善的延迟退休制度，循序渐进，分步实现。 

图表5 主要国家 2010-2024年退休年龄（岁） 图表6 我国退休年龄与主要发达经济体相比偏低 

  

资料来源：Trading Economics，平安证券研究所，数据截至 2024年 资料来源：Trading Economics，平安证券研究所 

从发达经济体的经验来看，各国的延迟退休基本都采用循序渐进的政策节奏。英国、美国、德国、法国、日本等国家从政

策研究、政策出台到政策实施，均设置了较长过渡期，以尽量减少改革对于劳动力市场、经济增长、养老金收支等方面造

成的冲击。延迟退休通常是指“延迟法定退休年龄”，英国自 2010 年推出延迟退休，要求到 2018 年先将女性退休年龄从

60 岁推迟到与男性相同的 65 岁，再到 2026、2036、2046 年分别统一推迟到 66、67 和 68岁。德国于 2007年通过法案

规定，退休年龄从 2012年的 65岁逐步推迟至 2029年的 67岁，政策公布、启动和完成用时 17年。美国退休年龄从65岁

到 67岁，用时 22年；法国退休年龄从 60岁到 64岁，用时 20年。日本退休年龄从 60岁到 65岁，用时 13年。循序渐进

的方式能够较大程度减轻延迟退休政策对经济社会的冲击，更易于使群众接受，这也与我国当前官方释放出的延迟退休政

策计划相一致。 

图表7 部分国家延迟退休的提出时间及目标（岁） 

国家 改革公布年份 
改革公布年份

预期寿命 

改革公布年

份退休年龄 
目标退休年龄 完成期间（年） 

美国 1983 74.6 65 67 2003-2025（平均每年提升 1 个月） 

英国 2010 80.6 女 60/男 65 68 2018-2046（平均每年提升 1 个月） 

德国 2007 80.1 65 67 2012-2029（平均每年提升 1 个月） 

法国 2010 81.9 60 62 2011-2018（平均每年提升 3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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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82.5 62 64 2023-2031（平均每年提升 3 个月） 

日本 2010 82.9 60 65 2013-2025（平均每年提升 4 个月） 
 

资料来源：Trading Economics，平安证券研究所 

除规定法定退休年龄外，海外发达经济体普遍规定弹性退休年龄区间，设定提前退休年龄及延迟退休年龄，构成退休年龄

窗口期。首先，在法定退休年龄的基础上，为提前退休和延迟退休分别设定了最早退休年龄和最晚退休年龄，同时设定了

提前退休的惩罚和延迟退休的奖励机制。法定退休年龄，即劳动者正常情况下领取全额养老金的退休年龄；最早退休年

龄，即劳动者可以领取养老金的最早年龄；最晚退休年龄，即劳动者开始领取养老金的最晚年龄。其次，限定提前退休的

资格条件。最后，为鼓励延迟退休，限制提前退休，设定了提前退休的惩罚措施和延迟退休的激励机制，即“早减晚增”

和“增多减少”的弹性养老金计发机制，如德国对每提前一年，养老金减少3.6%；每延迟一年，养老金增加6%。 

图表8 部分 OECD国家弹性退休相关政策规定（截至 2024年） 

国家 

提前退休 法定退休 延迟退休 

提前退休资格条件 最低 

退休年龄 

养老金 

扣除 

法定 

退休年龄 

最晚 

退休年龄 

养老金 

奖励  

美国 62 5%~6.7% 66.83 70 8% 最低缴费年限满 10 年 

英国 57 - 66 67 5.8% 最低缴费年限满 35 年 

德国 63 3.6% 66 67 6% 
最低缴费年限满 35 年且每月工作

收入不超过 525 欧元 

法国 55 5% 62.25 66 5% 工作年限满 43 年 

日本 60 6% 64 75 8.4% 最低缴费年限满 10 年 

韩国 57 6% 60 65 7.2% 最低缴费年限满 10 年 
 

资料来源：OECD. Pension at a glance 2021:OECD and G20 Indicators, OECD Publishing, Paris，平安证券研究所 

 

2.2 美国：匹配多样化养老金领取标准 

美国采取小步调整战略，逐步提高领取养老金最低年龄，平均每年提升两个月。美国延迟领取养老金年龄的改革始于 1983

年里根政府签署的两党关于提高全额领取养老金年龄的建议，其将全额领取养老金年龄改革分为两步：第一步，从 2003-

2008年将全额领取养老金年龄从 65岁提高至 66岁，平均每年提高 2个月；第二步，从 2020-2025年将年龄从 66岁再次

提高到 67岁。按照这个计划，截止到 2024年，美国全额领取养老金年龄已升至 66岁 10个月，并以每年增加两个月的速

度逐步延长，直到 2025年该年龄延长至67岁。 

根据上述政策，美国采取弹性退休制度，劳动者可以自由选择提前退休、正常退休和延迟退休，并匹配多样化的养老金领

取标准。美国的弹性退休制度始于1987年生效的《老年工作者福利保障法》（《Older Workers Benefit Protection Act》），

法案规定，禁止根据年龄对职工实行强制退休；除特殊职业外，职工实施以自愿为原则、渐进式的弹性退休制度，可以自

由选择提前退休、正常退休和延迟退休。其中，“法定退休”是指在达到“全额领取养老金年龄”时退休，“提前退休”

的年龄下限被设定为 62 周岁，“延迟退休”的上限为 70 周岁。同时，上述三种退休情况的养老金领取标准有所不同：提

前一个月退休，养老金水平降低 0.56%；而延迟一个月退休，养老金水平增加 0.30%3。弹性退休制度搭配不同养老金领取

标准，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人口老龄化冲击下的养老金支付压力，又可以为劳动者提供足够根据自身情况选择退休时

间的自由。 

                                                 
3 邓大松.美国社会保障制度研究[M].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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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9 美国退休年龄变化与养老金标准变化表 

年份  正常退休年龄 
正常、提前或推迟退休者所领基本养老金标准（%）  

62 岁 65 岁 67 岁  70 岁  

1994-1995 65 岁 80 100 109 123 

1996-1997 65 岁 80 100 110 125 

1998-1999 65 岁 80 100 111 128 

2000-2001 65 岁 80 100 112 130 

2002 65 岁 80 100 113 133 

2003 65 岁+2 个月 79 99 112 131 

2004 65 岁+4 个月 78 98 112 133 

2005 65 岁+6 个月 78 97 111 132 

2006 65 岁+8 个月 77 96 110 133 

2007 65 岁+10 个月 76 94 109 131 

2008-2019 66 岁 75 93 108 132 

2020 66 岁+2 个月 74 92 107 131 

2021 66 岁+4 个月 73 91 105 129 

2022 66 岁+6 个月 73 90 104 128 

2023 66 岁+8 个月 72 89 103 127 

2024 66 岁+10 个月 71 88 102 126 

2025 67 岁 70 87 100 124 
 

资料来源：《美国社会保障制度研究》，平安证券研究所 

 

2.3 法国：全额领取养老金条件与缴费年限相关 

随着法国 65 岁及以上人口数量逐年提升，其养老金支付压力激增，为解决此问题，法国政府分别于 2010 年以及 2023年

两次推延法定退休年龄。与很多国家不同，法国法定退休时间与可全额领取养老金的时间并不相同，法国法定退休年龄决

定是否能够领取养老金，而领取养老金的金额，是由缴费年限决定的。法国延迟退休政策主要针对提高法定退休年龄及全

额领取养老金要求两方面，并配合上调最低养老金标准，给予延迟退休人员一定经济补偿。具体来看，法国延迟退休政策

主要分为两步： 

2010年，法国颁布养老金改革法案，确定逐步延迟退休年龄和养老金领取时间，并提高缴费水平以降低福利赤字压力。法

国总统萨科齐签署了退休制度改革法案，主要内容包括两方面：一是上调法定退休年龄。法国计划在 2010-2018 年，逐步

将法定退休年龄从当时的 60 岁延长至 62 岁。二是提高全额领取养老金的缴纳养老保险年限及全额领取养老金年龄。法国

将全额领取养老金的年龄由 65 岁上调至 67 岁，并将缴纳养老保险年限从 162个季度提升到 166个季度，居民满足上述两

个条件之一才可全额领取养老金。若劳动者缴费时间不够，可以选择延长工作年限，或者降低养老金收入；若到 67岁仍未

达到缴费年限，也可以退休并全额领取养老金。 

2023 年，法国小步调增法定退休年龄，设定可全额领取养老金工龄，小幅提升最低养老金金额。为了避免财政赤字持续增

加，法国总理于 2023 年 4 月绕过国民议会投票，援引法国宪法 49.3 条款启动政府“责任承诺”机制，强行通过延迟退休

法案。一方面，渐进式提高法定退休年龄。按照新的法案，法定退休年龄将从 62岁逐渐增加至64岁，从 2023年9月开始

每年增加 3 个月。至 2028 年，法定退休年龄将增至 63 岁零 3 个月；直到 2031 年，法定退休年龄将达到 64 岁。另一方

面，规定是否可全额领取养老金仅与养老保险缴费年限相关。自 2027 年开始，只有缴纳养老保险满 43 年的居民才可全额

领取养老金。与此同时，为保障延迟退休后老年人生活质量，法国计划将最低养老金标准提高至最低工资标准的 85%，将

最低养老金额度增至每人每月 1200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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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0 法国法定退休年龄变动（岁）（2010-2031） 图表11 法国各年龄段人口数量（千人）（1960-2023） 

  

资料来源：Trading Economics，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平安证券研究所 

 

2.4 日本：提供老龄人口就业保障 

日本是发达经济体中受老龄化困扰较为严重的国家，为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其法定退休年龄经历过三轮渐进调整，同时

配套了提高养老金缴费率、提高领取条件等政策。 

一方面，日本的法定退休年龄经历过三轮上调：一是 1971 年《中老龄雇用促进特别实施法》将日本退休年龄提升至 60岁；

二是 2004年日本政府修改《老龄雇用安全法》，宣布渐进、强制性提高退休年龄至 65岁，约每隔三年增加一岁（2022年

法定退休年龄为 64岁）；三是2021年 4月《改正高年龄者雇佣安全法》施行，允许 65岁法定退休的人员自行选择是否继

续工作五年，并以立法的形式鼓励企业聘用老年人直到他们 70岁。 

另一方面，日本在延迟退休的进程中不断调整养老金政策。1985 年《年金修改法》建立了全民统一缴费的国民基础年金；

2000 年，日本政府提高了厚生年金的领取条件，2005 年进一步提高了国民基础年金和厚生年金的缴费率；2022 年，日本

政府决定将国民年金（基础年金）的保险费缴纳期限从现行的 20岁以上 60岁以下，延长到 20岁以上 65岁以下，需缴纳

年限增长至 45年。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政府大力鼓励和支持老龄人口就业，并为其创造公共服务条件，在为老年人提供再就业机会方面出力

颇多。除对退休年龄进行规范外，日本政府出台《高龄者雇佣稳定法》，采取多项具体措施鼓励老人再就业。其一，日本

各城市均已开设多个老年人雇佣安定中心，负责对雇佣老年人政策执行不力的企业进行约谈和指导，为老年人举办职业生

活培训班，召开雇佣合同说明会等。其二，日本政府在全国主要公共职业安定所设置了 240 个支持“终生工作”的窗口，

专为 65 岁以上老年人提供就业服务。其三，日本各市町村的银发人才中心积极搭建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网络平台，帮助老年

人对接就业信息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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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2 日本法定退休年龄变动（2010-2027） 图表13 日本各年龄段人口数量（千人）（1960-2023） 

  

资料来源：Trading Economics，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平安证券研究所 

 

三、 延迟退休政策的中国实践及展望 

我国现行退休政策仍沿用建国初期的标准，男性退休年龄为 60 周岁，女干部退休年龄为 55 周岁，女工人退休年龄为 50 周

岁，明显落后于现阶段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目前，我国“延迟退休”政策已进入实质性准备工作，二十届三中全会

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进一步明确了延迟退休改革的路径，提出将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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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中国实践：适时稳妥推出延迟退休政策 

我国现行法定退休年龄男性 60 周岁，女干部 55 周岁，女工人 50 周岁，建国以后设立一直沿用至今。从新中国成立以来，

我国社会经济状况、人口预期寿命以及人口结构均有较大变化，我国出台了一系列退休政策文件以适应各行各业人民群众

需求。整体来看，我国退休制度演进分为四个阶段4：1）创建阶段（1949-1977 年），制定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工人、

职员及工商者等各行业的退休制度，将男性退休年龄定为 60 周岁，女干部为 55 周岁，女工人为 50 周岁；2）调整阶段

（1978-1999 年），调整阶段对特定职业人员的退休问题进行了补充规定，包括老弱病残干部、骨干教师、医生、科技人

员、高级专家等，以及国有企业破产后相关员工的安置事宜；3）暂行不变阶段（2000-2011 年），维持和巩固了现有的退

休制度，未作修改；4）渐进式延迟阶段（2012 年至今），提出将逐步开启渐进式延迟退休改革，解决我国法定退休年龄

仍然偏低，明显落后于现阶段社会经济发展现实需要的问题。 

图表14 中国现行退休制度演进一览表 

阶段 时间 文件 

创建阶段 

（1949-1977 年） 

1950.3 《中央人民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退休人员处理办法的通知》 

1951.2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 

1955.12 《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退休暂行办法》 

1958.2 《国务院关于工人、职员退休处理的暂行规定》 

1962.7 《关于处理资产阶级工商业者退休问题的补充规定》 

调整阶段 1978.5 《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 

                                                 
4 马广博,张攀婷,张盼盼.延迟退休政策：美日经验与中国道路[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06):50-55.DOI:10.13971/j.cnki.cn23-

1435/c.2022.06.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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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1999 年） 1978.6 《国务院关于安置老弱病残干部的暂行办法》 

1983.9 《国务院关于高级专家离休、退休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 

1983.9 《国务院关于延长部分骨干教师、医生、科技人员退休年龄的通知》 

1990.2 《关于高级专家退(离)休有关问题的通知》 

1992.9 《关于县(处)级女干部退(离)休年龄问题的通知》 

1994.10 《国务院关于在若干城市试行国有企业破产有关问题的通知》 

1998.2 《关于做好纺织行业压锭减员分流安置工作的通知》 

1999.3 《关于制止和纠正违反国家规定办理企业职工提前退休》 

暂行不变阶段 

（2000-2011 年） 

2005.12 《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 

2006.1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 

渐进式延迟阶段 

（2012 年至今） 

2012.6 《社会保障“十二五”规划纲要》 

2013.11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2015.2 《关于院士等杰出高级专家退休年龄问题的通知》 

2016.7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 

2021.3 《“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 

2022.2 《“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 

2024.7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资料来源：中国政府网，平安证券研究所 

自 2012年至今，我国陆续发布一系列“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表示将按照小步调整、弹性实施、分类推进、统筹兼顾等

原则，稳妥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逐步提高领取基本养老金最低缴费年限。具体内容如下： 

2012-2013 年，“延迟退休”开始出现在官方讨论与政策性文件当中。2012 年的《社会保障“十二五”规划纲要》中，首

次提及了 “研究弹性延迟领取养老金年龄的政策”。此后，关于延迟退休所带来的挤压年轻人就业、压制生育意愿、养老

金领取年限减少等问题，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关注和担忧。对此，2013 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以下简称“人社部”）

在其新闻发布会上承诺，将高度重视关于延迟退休政策的意见和建议，选择政策实施的时机。随后，2013年 11月 15日，

党的十八大三中全会正式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同样提出了“研究制定渐进式延

迟退休年龄政策”。同年 12 月，人社部副部长胡晓艺明确了“渐进式”的内涵，包括提前若干年预告、分步走、迈小步、

多措并举增加工作岗位等内容。此后多年，政府未有延迟退休的具体政策出台，但政府官员及学界专家均多次在部门会议

上提谈及延迟退休，强调具体方案正在研究阶段，将采取“小步渐进、女先男后，兼顾特殊”的原则。 

2020 年之后，“延迟退休”政策进入实质性准备阶段。2020 年以来，国家层面文件多次提及延迟退休制度，并且在措辞

上从原来的“研究”改为了“实施”，意味着延迟退休制度进入落地阶段。具体来看，2020 年 10 月，《中共中央关于制

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要实现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实施渐进

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2021年3月，国务院印发了《“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规定将在“十四五”

时期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政策。2021 年 6月，人社部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中表

示，将“按照小步调整、弹性实施、分类推进、统筹兼顾等原则，稳妥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逐步提高领取基本

养老金最低缴费年限”。2022年 12月 14日，国务院印发《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再次明确我国将实

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2023 年 3月，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后，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记者会表示，我们将认

真研究，适时稳妥推出延迟退休政策。2024年 7月，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

式现代化的决定》进一步明确了延迟退休改革的路径，将坚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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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各地方省市从 2021 年开始推动延迟退休政策的准备工作。2021 年 7 月起，各省市陆续开展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

龄改革的社会征求意见工作，并于 9 月底完成了全部 31 个省市的征求意见工作。2022 年开始，少部分地区开始试水延迟

退休政策，但目前仍以自愿为主。例如，江苏省 2022 年 1月 30 日印发的《江苏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实施办法》，提

出了参保人员可自愿推迟退休，推迟时间最短不少于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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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5 延迟退休政策性文件及官方发言内容 

类型 时间 具体政策 / 意见内容 

政策文件 2012.6 
《社会保障“十二五”规划纲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社会保障政策中指出研究弹性延迟领取

养老金年龄的政策。  

部门发言 2012.10 

2012 年三季度人社部新闻发布会问答，人社部发言人对延迟退休政策讨论给予回应：人社

部高度重视关于延迟退休政策的意见和建议。但这项政策关系到我国人口结构、代际关

系、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情况、总体就业的状况、职工和居民收入状况，需要综合考虑这些

因素，选择政策实施的时机。 

政策文件 2013.11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关于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

制度中提出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 

部门发言 2013.12 

人社部副部长胡晓艺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进行
回应。“渐进式”：一是要提前若干年预告，让公众、特别是相关群体有必要的准备期。二

是要分步走，比如先从退休年龄最低的群体开始，从人力资源替代弹性系数低的群体开

始，逐步扩展到各类群体。三是要迈小步，比如每年只延迟几个月。四是要多措并举，调

整产业结构、开发更多适合中老年人又不与青年人争夺工作机会的岗位，以最大限度降低

对相关群体的不利影响。 

部门发言 2014.3 

人社部部长尹蔚民在 2014 年两会期间答记者问中对“延迟退休”问题进行发言。强调，“十

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要建立渐进式的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全会提出具体时间点是到 2020年
完成，这是改革的重大任务，我们肯定会在期间把方案推出来。” 

延迟退休政强调“渐进性”，核心是要“小步、分阶段、渐进式”推进。该项政策是复杂的经济

社会政策，涉及到社会诸多问题。  

部门发言 2015.3 

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举行记者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副部长胡晓义

回应有望今年将延迟退休方案制定出来，明年经中央同意后向社会征求意见，根据征求意

见的情况修改完善，应该是在后年正式推出。另外，尹蔚民表示方案公布和实施中间会有

至少 5 年的时间差，是为了给社会一个心理预期。 

部门发言 2016.2 

尹蔚民部长出席国新办新闻发布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的政策制定初步方案坚持小步慢

走，渐进到位。每年推迟几个月的时间，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再达到法定退休的目标年

龄。区别对待，分步实施。根据我国现在不同群体的退休年龄，会从实际出发，区分不同

群体的情况，分步进行实施。提前公示，做好预告。 

并表示当前已经有延迟退休的方案，人社部正在按照相关的程序，报经批准以后才能向社

会广泛征求意见，预计 2016 年人社部会拿出延迟退休方案。 

部门发言 2016.7 

人社部部长尹蔚民 7 月 13 日对媒体表示，备受关注的延迟退休将坚持三个原则，一是小步
慢走、逐步到位，二是区分对待，分步实施，三是事先预告，做好公示。按照工作计划，

今年将拿出延迟退休方案，但还需要履行有关程序，然后向社会公布。 

专家意见 2016.7 

就人社部举行的二季度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李忠的发言，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接受

记者采访时透露以下政策信息。 

政策实施将采取“小步渐进、女先男后，兼顾特殊”。小步渐进符合社会公正的原则，有利

于维护社会稳定和减少震荡。“女先男后”主要原因还是因为我国男女退休年龄相差太大，

同步延迟退休将不利于缩小差距，会使这一政策的调整波及全体。“兼顾特殊”，强调调整
法定退休年龄时应当允许有一定的弹性。如允许工作年限长、缴纳养老保险费时间长的劳

动者早于法定退休年龄退休，其实是对学历偏低的普通劳动者的认可。同时认为从全面兼

顾、理性延退的思路出发，到 2050 年前后将基准退休年龄提高到 65 岁是可行的。 

政策文件 2020.10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

议》提出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实现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

休年龄。 

政策文件 2020.11 

《十九届五中全会〈建议〉学习辅导百问》进一步明确了延迟退休改革的路径，将按照小
步慢走、弹性实施、强化激励的思路，坚持统一规定同自愿选择相结合，小幅逐步调整，

以减少社会震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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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文件 2021.3 
 国务院印发了《“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规定将在“十四五”时期实施

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政策。 

政策文件 2021.6 

人社部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中表示，将“按照小步调整、弹

性实施、分类推进、统筹兼顾等原则，稳妥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逐步提高领取

基本养老金最低缴费年限”。 

政策文件 2022.2 
国务院在《“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中明确提出，稳妥实施渐

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逐步提高领取基本养老金最低缴费年限。 

政策文件 2022.12 
国务院印发《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 年)》，再次明确我国将实施渐进式延迟

法定退休年龄的政策。 

部门发言 2023.3 
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后，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记者会表示：“延迟退休政策问题，
我们将认真研究、充分论证，在适当时候稳妥推出。” 

政策文件 2024.7 
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

出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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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中国政府网，平安证券研究所 

 

3.2 政策展望：三种情景举例推算 

目前，全国统一的延迟退休政策尚未公布。延迟退休年龄主要受到退休政策启动的年份和推进节奏影响，本文列举不同开

始推行年份以及不同推进速度的三种情景，实现男性职工 65岁退休、女性干部 60岁退休、女性工人55岁退休。情景一为

自 2025 年开始每年延迟 3 个月；情景二为自 2030年开始每年延迟 3 个月；情景三为每年延迟 4 个月，女性工人自 2025

年开始推延退休年龄，女性干部和男性职工自 2040年开始延迟退休。 

1.情景推算 

情景一：参考国际经验，美国、法国、日本分别采取每年提高2个月、3个月以及 4个月的节奏推延法定退休年龄，本文选

取中间值“每年提高 3个月”，对“自 2025年开始施行”的情景进行推算，如下表所示。如果延迟退休政策自 2025年开

始实施，1965年及以后出生的男性职工、1970年及以后出生的女性干部以及 1975年及以后出生的女性工人退休时间将受

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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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6 情景一男女延迟退休年龄推算：每年提高 3个月，自 2025年开始施行 

 

资料来源：自行计算，平安证券研究所 

情景二：在情景一的基础上，将“自 2025年开始推行”的假设更改为“自 2030年开始推行”，仍保留“每年提高 3个月”

的节奏，则 1970年及以后出生的男性职工、1975年及以后出生的女性干部以及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女性工人退休时间将

受到影响，推算结果如下表所示。 

图表17 情景二男女延迟退休年龄推算：每年提高 3个月，自 2030年开始施行 

 

资料来源：自行计算，平安证券研究所 

1965 0 60 2025 1970 0 55 2025 1975 0 50 2025

1966 3 60 +3 2026 1971 3 55 +3 2026 1976 3 50 +3 2026

1967 6 60 +6 2027 1972 6 55 +6 2027 1977 6 50 +6 2027

1968 9 60 +9 2028 1973 9 55 +9 2028 1978 9 50 +9 2028

1969 12 61 2029 1974 12 56 2029 1979 12 51 2029

1970 15 61 +3 2030 1975 15 56 +3 2030 1980 15 51 +3 2030

1971 18 61 +6 2031 1976 18 56 +6 2031 1981 18 51 +6 2031

1972 21 61 +9 2032 1977 21 56 +9 2032 1982 21 51 +9 2032

1973 24 62 2033 1978 24 57 2033 1983 24 52 2033

1974 27 62 +3 2034 1979 27 57 +3 2034 1984 27 52 +3 2034

1975 30 62 +6 2035 1980 30 57 +6 2035 1985 30 52 +6 2035

1976 33 62 +9 2036 1981 33 57 +9 2036 1986 33 52 +9 2036

1977 36 63 2037 1982 36 58 2037 1987 36 53 2037

1978 39 63 +3 2038 1983 39 58 +3 2038 1988 39 53 +3 2038

1979 42 63 +6 2039 1984 42 58 +6 2039 1989 42 53 +6 2039

1980 45 63 +9 2040 1985 45 58 +9 2040 1990 45 53 +9 2040

1981 48 64 2041 1986 48 59 2041 1991 48 54 2041

1982 51 64 +3 2042 1987 51 59 +3 2042 1992 51 54 +3 2042

1983

男性延迟退休年龄 女性干部延迟退休年龄 女性工人延迟退休年龄

出生年份 延迟月数
延迟后退休

岁数
原退休年份 出生年份 延迟月数

延迟后退休

岁数
原退休年份 出生年份 延迟月数

延迟后退休

岁数
原退休年份

54 64 +6 2043 1988 54 59 +6 2043 1993 54 54 +6 2043

1984 57 64 +9 2044 1989 57 59 +9 2044 1994 57 54 +9 2044

1985 60 65 2045 1990 60 60 2045 1995 60 55 2045

岁 岁 岁

个月 岁 个月 个月 岁 个月 个月 岁 个月

个月 岁 个月 个月 岁 个月 个月 岁 个月

个月 岁 个月 个月 岁 个月 个月 岁 个月

个月 岁 个月 岁 个月 岁

个月 岁 个月 个月 岁 个月 个月 岁 个月

个月 岁 个月 个月 岁 个月 个月 岁 个月

个月 岁 个月 个月 岁 个月 个月 岁 个月

个月 岁 个月 岁 个月 岁

个月 岁 个月 个月 岁 个月 个月 岁 个月

个月 岁 个月 个月 岁 个月 个月 岁 个月

个月 岁 个月 个月 岁 个月 个月 岁 个月

个月 岁 个月 岁 个月 岁

个月 岁 个月 个月 岁 个月 个月 岁 个月

个月 岁 个月 个月 岁 个月 个月 岁 个月

个月 岁 个月 个月 岁 个月 个月 岁 个月

岁 岁 岁

岁 个月 岁 个月 岁 个月

岁 个月 岁 个月 岁 个月

岁 个月 岁 个月 岁 个月

岁 岁

个月 个月 个月

个月 个月 个月

个月 个月 个月

个月 个月 个月

个月 岁 个月 个月

1970 0 60 2030 1975 0 55 2030 1980 0 50 2030

1971 3 60 +3 2031 1976 3 55 +3 2031 1981 3 50 +3 2031

1972 6 60 +6 2032 1977 6 55 +6 2032 1982 6 50 +6 2032

1973 9 60 +9 2033 1978 9 55 +9 2033 1983 9 50 +9 2033

1974 12 61 2034 1979 12 56 2034 1984 12 51 2034

1975 15 61 +3 2035 1980 15 56 +3 2035 1985 15 51 +3 2035

1976 18 61 +6 2036 1981 18 56 +6 2036 1986 18 51 +6 2036

1977 21 61 +9 2037 1982 21 56 +9 2037 1987 21 51 +9 2037

1978 24 62 2038 1983 24 57 2038 1988 24 52 2038

1979 27 62 +3 2039 1984 27 57 +3 2039 1989 27 52 +3 2039

1980 30 62 +6 2040 1985 30 57 +6 2040 1990 30 52 +6 2040

1981 33 62 +9 2041 1986 33 57 +9 2041 1991 33 52 +9 2041

1982 36 63 2042 1987 36 58 2042 1992 36 53 2042

1983 39 63 +3 2043 1988 39 58 +3 2043 1993 39 53 +3 2043

1984 42 63 +6 2044 1989 42 58 +6 2044 1994 42 53 +6 2044

1985 45 63 +9 2045 1990 45 58 +9 2045 1995 45 53 +9 2045

1986 48 64 2046 1991 48 59 2046 1996 48 54 2046

1987 51 64 +3 2047 1992 51 59 +3 2047 1997 51 54 +3 2047

1988

男性延迟退休年龄 女性干部延迟退休年龄 女性工人延迟退休年龄

出生年份 延迟月数
延迟后退休

岁数
原退休年份 出生年份 延迟月数

延迟后退休

岁数
原退休年份 出生年份 延迟月数

延迟后退休

岁数
原退休年份

54 64 +6 2048 1993 54 59 +6 2048 1998 54 54 +6 2048

1989 57 64 +9 2049 1994 57 59 +9 2049 1999 57 54 +9 2049

1990 60 65 2050 1995 60 60 2050 2000 60 55 2050

岁 岁 岁

个月 岁 个月 个月 岁 个月 个月 岁 个月

个月 岁 个月 个月 岁 个月 个月 岁 个月

个月 岁 个月 个月 岁 个月 个月 岁 个月

个月 岁 个月 岁 个月 岁

个月 岁 个月 个月 岁 个月 个月 岁 个月

个月 岁 个月 个月 岁 个月 个月 岁 个月

个月 岁 个月 个月 岁 个月 个月 岁 个月

个月 岁 个月 岁 个月 岁

个月 岁 个月 个月 岁 个月 个月 岁 个月

个月 岁 个月 个月 岁 个月 个月 岁 个月

个月 岁 个月 个月 岁 个月 个月 岁 个月

个月 岁 个月 岁 个月 岁

个月 岁 个月 个月 岁 个月 个月 岁 个月

个月 岁 个月 个月 岁 个月 个月 岁 个月

个月 岁 个月 个月 岁 个月 个月 岁 个月

岁 岁 岁

岁 个月 岁 个月 岁 个月

岁 个月 岁 个月 岁 个月

岁 个月 岁 个月 岁 个月

岁 岁

个月 个月 个月

个月 个月 个月

个月 个月 个月

个月 个月 个月

个月 岁 个月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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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景三：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等人认为，我国延迟退休应分三步走，第一步是女性工人退休年龄每三

年提高一岁，由 50岁提高到55岁；第二步，当女性工人延迟到 55岁时，女性干部及男性职工同步开始启动延退改革，按

照每三年一岁同步提高退休年龄；第三步，最终达到男性 65岁退休和女性 60岁退休的结果5。本文以上述“每 3年延长 1

岁，分步调整”的方式试算。如果延迟退休政策自 2025 年开始实施，则女性工人的法定退休年龄自 2025 年开始提高，女

性干部和男性职工自 2040 年开始延迟退休，1980 年及以后出生的男性职工、1975 年及以后出生的女性工人、1990年及

以后出生的女性干部退休时间将受到影响。我们对此进行推算，如下表所示。 

图表18 情景三女性工人延迟退休年龄推算（2025-2040年） 

女性工人延迟退休年龄  

出生年份 延迟月数 延迟后退休岁数 原退休年份 延迟后退休年份 

1975 0 50 2025 2025 

1976 4 50.33 2026 2026-2027 

1977 8 50.67 2027 2027-2028 

1978 12 51 2028 2029 

1979 16 51.33 2029 2030-2031 

1980 20 51.67 2030 2031-2032 

1981 24 52 2031 2033 

1982 28 52.33 2032 2034-2035 

1983 32 52.67 2033 2035-2036 

1984 36 53 2034 2037 

1985 40 53.33 2035 2038-2039 

1986 44 53.67 2036 2039-2040 

1987 48 54 2037 2041 

1988 52 54.33 2038 2042-2043 

1989 56 54.67 2039 2043-2044 

1990 60 55 2040 2045 
 

资料来源：自行计算，平安证券研究所 

图表19 情景三男性、女性工人及女性干部延迟退休年龄推算（2040-2060年） 

男性延迟退休年龄 女性工人及女性干部延迟退休年龄 

出生年份 延迟月数 
延迟后退

休岁数 

原退休

年份  

延迟后退

休年份 
出生年份 延迟月数 

延迟后退

休岁数 

原退休

年份  

延迟后退休

年份 

1980 0 60 2040 2040 1990 0 55 2045 2040 

1981 4 60.33 2041 2041-2042 1991 4 55.33 2046 2041-2042 

1982 8 60.67 2042 2042-2043 1992 8 55.67 2047 2042-2043 

1983 12 61 2043 2044 1993 12 56 2048 2044 

1984 16 61.33 2044 2045-2046 1994 16 56.33 2049 2045-2046 

1985 20 61.67 2045 2046-2047 1995 20 56.67 2050 2046-2047 

1986 24 62 2046 2048 1996 24 57 2051 2048 

1987 28 62.33 2047 2049-2050 1997 28 57.33 2052 2049-2050 

1988 32 62.67 2048 2050-2051 1998 32 57.67 2053 2050-2051 

1989 36 63 2049 2052 1999 36 58 2054 2052 

1990 40 63.33 2050 2053-2054 2000 40 58.33 2055 2053-2054 

1991 44 63.67 2051 2054-2055 2001 44 58.67 2056 2054-2055 

                                                 
5 郑秉文.延迟退休年龄对养老金制度可持续性的意义[J].社会治理,2021(04):22-24.DOI:10.16775/j.cnki.10-1285/d.2021.04.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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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 48 64 2052 2056 2002 48 59 2057 2056 

1993 52 64.33 2053 2057-2058 2003 52 59.33 2058 2057-2058 

1994 56 64.67 2054 2058-2059 2004 56 59.67 2059 2058-2059 

1995 60 65 2055 2060 2005 60 60 2060 2060 
 

资料来源：自行计算，平安证券研究所 

2.退休政策启动的年份和推进节奏对退休年龄的影响 

延迟退休年龄主要受到退休政策启动的年份和推进节奏影响，本文以1985年出生人群为例，推算了不同开始推行年份及不

同推迟速度下，男性职工及女性干部的实际退休年龄。若“每年推迟2个月”的延迟退休政策自2025年开始推行，则1985

年出生的男性职工将于 64岁 4个月退休，女性干部将于 57岁 6个月退休；若“每年推迟 3个月”的延迟退休政策自2030

年开始推行，则 1985年出生的男性职工将于 63岁9个月退休，女性干部将于57岁6个月退休；若“每年推迟4个月”的

延迟退休政策自 2035年开始推行，则 1985年出生的男性职工将于 63岁 4个月退休，女性干部将于 56岁 8个月退休。具

体结果如下表所示： 

图表20 不同推迟方案下 1985年出生的男性职工退休岁数情况 

开始推行年份 
每年推迟月份 

1 个月  2 个月  3 个月 4 个月  5 个月 6 个月 

2025 年 61 岁+8 个月 64 岁+4 个月 65 岁 65 岁 65 岁 65 岁 

2026 年 61 岁+7 个月 64 岁+2 个月 64 岁+9 个月 65 岁 65 岁 65 岁 

2027 年 61 岁+6 个月 64 岁 64 岁+6 个月 65 岁 65 岁 65 岁 

2028 年 61 岁+5 个月 63 岁+10 个月 64 岁+3 个月 65 岁 65 岁 65 岁 

2029 年 61 岁+4 个月 63 岁+8 个月 64 岁 65 岁 65 岁 65 岁 

2030 年 61 岁+3 个月 63 岁+6 个月 63 岁+9 个月 65 岁 65 岁 65 岁 

2031 年 61 岁+2 个月 63 岁+4 个月 63 岁+6 个月 64 岁+8 个月 65 岁 65 岁 

2032 年 61 岁+1 个月 62 岁+2 个月 63 岁+3 个月 64 岁+4 个月 65 岁 65 岁 

2033 年 61 岁 62 岁 63 岁 64 岁 65 岁 65 岁 

2034 年 60 岁+11 个月 61 岁+10 个月 62 岁+9 个月 63 岁+8 个月 64 岁+7 个月 65 岁 

2035 年 60 岁+10 个月 61 岁+8 个月 62 岁+6 个月 63 岁+4 个月 64 岁+2 个月 65 岁 
 

资料来源：自行计算，平安证券研究所 

图表21 不同推迟方案下 1985年出生的女性干部退休岁数情况 

开始推行年份 
每年推迟月份 

1 个月 2 个月  3 个月 4 个月 5 个月  6 个月 

2025 年  56 岁+3 个月 57 岁+6 个月 58 岁+9 个月 60 岁 60 岁 60 岁 

2026 年  56 岁+2 个月 57 岁+4 个月 58 岁+6 个月 59 岁+8 个月 60 岁 60 岁 

2027 年  56 岁+1 个月 57 岁+2 个月 58 岁+3 个月 59 岁+4 个月 60 岁 60 岁 

2028 年  56 岁 57 岁 58 岁 59 岁 60 岁 60 岁 

2029 年  55 岁+11 个月 56 岁+10 个月 57 岁+9 个月 58 岁+8 个月 59 岁+7 个月 60 岁 

2030 年  55 岁+10 个月 56 岁+8 个月 57 岁+6 个月 58 岁+4 个月 59 岁+2 个月 60 岁 

2031 年  55 岁+9 个月 56 岁+6 个月 57 岁+3 个月 58 岁 58 岁+9 个月 59 岁+6 个月 

2032 年  55 岁+8 个月 56 岁+4 个月 57 岁 57 岁+8 个月 58 岁+4 个月 59 岁 

2033 年  55 岁+7 个月 56 岁+2 个月 56 岁+9 个月 57 岁+4 个月 57 岁+11 个月 58 岁+6 个月 

2034 年  55 岁+6 个月 56 岁 56 岁+6 个月 57 岁 57 岁+6 个月 58 岁 

2035 年  55 岁+5 个月 55 岁+10 个月 56 岁+3 个月 56 岁+8 个月 57 岁+1 个月 57 岁+6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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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自行计算，平安证券研究所 

 

四、 延迟退休政策的经济影响 

延迟退休政策的推行将会对经济社会产生深远且复杂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财政、就业、人口三方面。在实施延迟退休政策

的同时，若从国家层面叠加配置“在一定比例领取部分养老金”、“鼓励企业返聘达到退休年龄的老年人”、“制定 0-3

岁婴幼儿托管机构标准”等相关配套设施，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延迟退休对财政、就业、人口等方面的负面影响。 

 

4.1 财政：平衡养老金收支，增强养老体系可持续性 

从理论角度观察，延迟退休对于养老保险计划收支余额的影响短期内主要来自于缴费年限效应以及退休年限效应，能够改

善养老金计划收支余额状况；长期内主要来自于替代率效应和差异效应，或将导致养老金收支平衡进一步恶化： 

短期来看，对于整体财政方面，延迟退休具有缴费年限效应（直接效应）和退休年限效应（间接效应）两方面的积极影响。

一方面，延迟退休的直接效应来自于部分参保人养老金缴费年限延长，从而增加养老金计划收入；同时部分参保人养老金

延迟领取，从而减少养老金计划支出。这将改善养老金计划的收支余额状况，提高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偿付能力，减轻财

政压力6。另一方面，间接积极效应来自于部分老年人工作时间延长，进而增加老年人创造的生产价值，并通过提高老年人

收入水平来增加老年人缴纳的所得税，从而间接提高财政收入水平，促进财政的可持续性。养老金存在较大缺口，以及政

府在养老保险方面负担过大，是延迟退休政策提出的重要背景之一，从直接、间接角度来看，延迟退休政策对我国财政整

体状况均起到明显正向作用7。 

长期而言，延迟退休具有的替代率效应和差异效应，也可能会使得养老金的收支余额恶化。其一，养老金替代率是指，个

人退休后领取的养老金占退休前工资收入的百分比，通常用于衡量劳动者退休前后生活水平的差异，较高的养老金替代率

是劳动者退休后生活水平的重要保障。因此，根据我国养老金计算方式，缴费年限的增加将通过影响社保收入和工资收入

带动养老金替代率提升，进一步加重养老金支出负担8。其二，延迟退休的差异效应对养老金收支的负面影响在于，延迟退

休使得工资继续增长，从而推动老年人退休后养老金领取水平提高；这样一来，养老金收支余额或将进一步恶化。 

从实证角度观察，我国学者通过实证研究，认为延迟退休政策的实施将大大缓解我国基本养老保险面临的收支矛盾，提升

养老金制度的可持续性，具有一定必要性。从数据上看，在采取延迟退休政策的背景下：①总退休人数将达到 2.1 亿人左

右，会比不改革少 5000-6000万人；②缴费赡养率将达到 65.5%，比不改革低 30.8%；参保赡养率将达到 51.4%，比不改

革低 29.6%；③养老金收入将增至 24.8万亿元，比不改革高 1.2万亿元；④基金支出将降至 28万亿元，比不改革多减少7

万亿元。延迟退休政策的实施将导致领取退休金人数下降，参保赡养率和缴费赡养率明显降低，养老金收入增加，同时基

金支出有所下降9。这样一来，养老金收支平衡状况将得到有效改善，弥合现行退休制度下可能出现的资金缺口，在实现资

金盈余的同时，大幅度降低实现资金平衡所需的缴费率。 

图表22 延迟退休政策是否实施，对退休人数、制度赡养率以及基金收支情况的影响 

  2019 年 
2050 年  

不延迟退休 延迟退休 

退休人数（亿人） 1.02 2.78 2.1 

制度赡养率 
参保赡养率 37.7% 81.0% 51.4% 

缴费赡养率 47.0% 96.3% 65.5% 

                                                 
6 张熠. 延迟退休年龄与养老保险收支余额:作用机制及政策效应[J]. 财经研究, 2011, 37(7): 4-16. 
7 魏瑾瑞,夏宁潞,陈子昂. 老龄化、延迟退休与财政可持续性[J]. 统计研究, 2018, 35(10): 81-88. 
8 严成樑. 延迟退休、财政支出结构调整与养老金替代率[J]. 金融研究, 2017, 447(9): 51-66. 
9 郑秉文.延迟退休年龄对养老金制度可持续性的意义[J].社会治理,2021(04):22-24.DOI:10.16775/j.cnki.10-1285/d.2021.04.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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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收入（万亿） 5.7 23.6 24.8 

基金支出（万亿） 5.2 35.0 28.0 
 

注：参保赡养率=离退休人数/参保人数，缴费赡养率=离退休人数/缴费人数；由于部分参保人员对继续缴费持观望态度，导致参保人数与缴费
人数存在差异。 

资料来源：郑秉文《延迟退休年龄对养老金制度可持续性的意义》，平安证券研究所 

值得一提的是，根据于文广、何畏、黄玉娟等人测算10，在养老金收入端和支出端配置相关配套设施，都可以在一定程度

上提高延迟退休政策弥合养老金缺口的效果。如果没有任何配套设施，老年劳动者自愿延迟退休年限为 6.34 年，延迟退休

政策实施效率仅为 70.44%。如果在收入端配置配套设施，对延迟退休期间城镇职工所缴纳的统筹账户养老保险按照一定比

例进行减免，则可将老年劳动者自愿延迟退休年限增至 7.8年，实施效率提升至 86.67%。如果在支出端配置配套设施，城

镇职工在延迟退休期间，即开始以一定比例领取部分养老金，退休后全额领取养老金，则可将老年劳动者自愿延迟退休年

限增至 9年，实施效率提升至 100%。因此，在推行延迟退休政策背景下，无配套政策和有配套政策，对减少养老金缺口的

效果不一样，在养老金收入端和支出端出台相关配套设施至关重要。 

 

4.2 就业：延续人口红利，增加短期劳动力供给 

目前学界对于延迟退休对就业的影响主要呈现两种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延迟退休将会对就业产生消极影响，也即老年人就业对年轻人就业产生挤出效应。其一，全社会就业总量

有限，延迟退休使一部分人在岗时间延长，挤压年轻人的就业机会，压缩年轻人就业空间，短期内会对就业产生一定消极

影响，挤压效果明显。其二，随着社会进步和现代化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就业市场对劳动者素质要求不断提高，延迟退休

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老年劳动者的竞争地位，在劳动力市场竞争中使老年人陷于从业的不利地位中。 

第二种观点认为延迟退休对就业存在积极影响，也即延迟退休对就业岗位的产出效应。其一，延迟退休可以增加劳动力供

给，长期有利于经济增长，从而增加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其二，延迟退休可以通过降低老年人抚

养比来降低年轻人赡养老人负担，微观上还可以减少企业缴纳养老保险的负担，从而提升企业资本开支。  

虽然延迟退休对就业既存在消极的挤出效应也包括积极的产出效应，但在不同的时间段，两者的作用大小并不相同。从时

间轴的发展变化来看，这两种效应在不同的时期发挥的作用有所不同，在政策推行之初挤出效应达到最大化，而产出效应

因处于萌芽阶段作用甚微：直接造成一些岗位被高龄职工继续占用，而短时间内经济又难以创造出新的岗位，职位变动受

到抑制，新增年轻职工将面临更少的职位。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产出效应开始发挥作用，而挤出效应的影响由于岗位不

断更新而随之淡化：导致劳动年龄人数上升和老年人抚养比下降，同时在养老金替代率不变的假设下，企业缴费负担将减

轻，这将促进经济发展，从而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使社会失业率下降。总的来看，延迟退休短期对就业存在负面影响，

以替代效应为主；长期可能会促进就业，以产出效应为主。 

此外，延迟退休对不同行业的就业影响存在异质性，对高经济发展地区、民营企业、大规模企业及劳动密集型企业促进作

用更为凸显11。 

其一，延迟退休政策对就业率的促进效应在高经济发展地区更为明显。在东部经济发达省份及北京、上海等超大型城市，

民众对退休年龄延迟的政策的认可度较高，同时就业岗位也较多，能够容纳较多的 60 岁以上的老年人就业，所以实施退休

年龄延迟政策能较好地促进就业率的提升。而西部及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民众对退休年龄政策的认可度不高，

同时就业岗位有限，能够容纳 60 岁以上老年人就业的能力有限，延迟退休政策对就业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 

其二，延迟退休政策对就业率的促进效应在民营企业中表现的更加明显。延迟退休政策能够节约企业的招聘及员工培训成

本，有利于企业绩效管理，这与民营企业关注点更为契合。相对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市场化程度更高，员工结构更为复

杂，更为注重企业绩效管理，因此对延迟退休政策更为敏感。 

                                                 
10 于文广,何畏,黄玉娟.养老金收支平衡视角下延迟退休的激励性政策研究[J].财经理论与实践,2024,45(03):44-

51.DOI:10.16339/j.cnki.hdxbcjb.2024.03.006. 
11 田影.退休年龄延迟对就业影响的实证研究[J].当代经济,2024,41(02):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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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延迟退休对企业就业需求的促进作用在大规模企业中更强。相对于小规模企业，大规模企业的就业岗位更多，员工

结构更为复杂，延迟退休所带来的员工数量和结构的变化不会对企业产生较大冲击，最终促进了就业需求的扩大。 

其四，延迟退休对就业产生的促进作用在劳动密集型企业中更为凸显。在要素密集度不同的企业中，员工结构有所不同，

劳动密集型企业聚集在农业、制造业、住宿餐饮业、零售业等行业中，雇佣的普遍为低技能劳动力，资本密集型企业雇佣

的普遍为高技能劳动力。相对而言，老年人大多在对劳动力要求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中就业，延迟退休所带来的老年劳

动力的增加和结构的调整对劳动密集型企业就业的促进作用更明显12。 

 

专题：日本延迟退休效果显著 

日本人口老龄化问题严峻，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为此日本多次采取延迟退休政策，全社会劳动参与率提升明显。长期以

来，日本年轻劳动力数量下降，15-64岁人数从 1997年8697万人的最高峰，逐步降至 2023年仅有 7395万人，人口红

利逐渐消失；而老龄人口数量则不断攀升，65 岁以上人口已从 1968 年的 687 万人增至 2023 年 3622 万人，增长 4.27

倍。作为人口老龄化问题较为严重的国家之一，日本推行延迟退休改革较早，先后将法定退休年龄延至 60 岁和 65岁，

提出鼓励企业为 65-70岁老年人提供工作机会。 

 第一次，日本于 1971 年提出将退休年龄延长至 60 岁，自 1998年开始实施。这一改革成效在劳动力参与率中表现

明显，自 1998年-2004年，日本全社会劳动率参与率从 63%降至 60%。 

 第二次，日本于 2000 年提出将退休年龄推迟至 65 岁，并于 2013 年正式实施，每三年提升 1岁，将于 2025年正

式将退休年龄提升至 65岁。 

 第三次，日本于 2020年进一步鼓励企业通过提高退休年龄或返聘等方式，为有意愿工作到 70岁的老年人提供就业

机会。自 2000年起，日本社会保障支出持续推升的趋势中止，可以看出延迟退休政策有效缓解了社保支出压力。 

图表23 日本老龄化推升社保支出负担（2007-2022） 图表24 日本劳动参与率 2012年后持续提升 

  

资料来源：日本厚生劳动省，日本内阁府，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从就业行业和业态来看，日本老年群体普遍集中从业于生活类服务业，多以个体户、临时工、合同工为主。从行业分布

看，日本老年人就业多集中在高劳动力需求、低附加值的生活类服务业。根据日本总务省披露的数据，2022 年，日本

60 岁以上老年人与 65 岁以上老年人就业行业分布情况相近，这与老年人大多对通讯通信、金融保险等新兴行业不适应

有关。具体来看，老年人就业行业以批发零售、医疗、食宿、娱乐等生活性服务业为主，这些行业中老年从业者占比较

高；能源、金融保险、信息通信、运输、教育等生产性服务业分布较少，这些行业中老年从业者占比较低。从工作职位

看，老年人就业中，正式雇佣关系较少，多以个体户、临时工、合同工为主。根据日本总务省披露的数据，2022 年，日
                                                 
12 王竹,陈鹏军. 延迟退休会挤占青年人就业吗?——基于 19个行业的面板数据分析[J]. 经济体制改革, 2019, 215(2): 181-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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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60 岁以上老年人的就业形态中，雇员占比 78.1%、个体户占比 17.3%，家庭从业占比 4.0%。雇员中，正式员工占比

仅为 26.3%，其余为兼职、合同工、临时工、特聘人员和劳务派遣等形式。 

图表25 2022年日本 60 岁以上老年人就业行业分布 图表26 2022年日本 65 岁以上老年人就业行业分布 

  

资料来源：日本总务省，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日本总务省，平安证券研究所 

图表27 2022年日本 60岁以上老年人就业形态分布 

 

资料来源：日本总务省，平安证券研究所 

总的来看，日本延迟退休政策出台后，劳动力供给增加，老年群体就业率大幅提升。一方面，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数

据，从劳动参与率来看，受益于2013年开始实施的延迟退休政策，2023年日本 60-69岁年龄段人口劳动参与率较 2010

年有明显提升。另一方面，从就业率来看，日本 60-69岁群体就业率自2012年至今大幅提升，其中60-64岁老年人就业

率从 2012年 59.8%增至 2022年 72.5%，65-69岁老年人就业率从 2012年 39.0%提升至 2022年 50.9%。与此形成鲜

明对比的是，同时期日本全社会就业率变化不大，仅仅从 2012 年的 58.1%小幅提升至 2022 年为 60.9%，仅增长不到

3%，这一现象再次表明，日本年轻群体就业率并无明显变化，老龄群体就业率的提升与延迟退休政策关系紧密。 

图表28 日本 60-69岁劳动参与率增长明显 图表29 日本 60-69 岁人口就业率大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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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日本厚生劳动省，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日本总务省，平安证券研究所 
 

 

4.3 人口：通过代际交换影响生育率 

总的来看，延迟退休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育龄妇女人口和经济活动人口的下降趋势，延迟退休对人口的影响，主要体现在

对出生率的影响。宏观上看，延迟退休从两条路径有助于提高生育率。一方面，延迟退休增加了劳动力人口的工作时间，

提高了人力资本利用率，创造了更多社会价值，社会资源总量增加，社会资源总量增加使得同比例下用于促进生育的资源

增加，从而提升全社会生育率。另一方面，延迟退休降低了社会养老占用社会资源比例的增长幅度，释放出更多用于生育

的社会资源，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育儿成本，进而促进生育率提高，提升家庭生育意愿。 

微观上看，延迟退休通过代际劳动交换以及代际经济交换，对生育率产生不同影响： 

其一，通过代际经济交换，延迟退休对生育率存在收入效应。从经济学角度出发，基于理性经济人假设，除繁衍需求、喜

爱幼儿等主观因素外，育龄人群生育孩子的数量也受利益权衡的支配，由他们对未来回报的预期来决定。基于延迟退休政

策，育龄人群预期自己在劳动力市场中的时间延长，延长的工作时间将会在一定程度上提升老年人收入预期，从而影响家

庭的生育决策。一方面，老年人收入提升将强化向下代际收入转移的程度或弱化向上代际收入转移的程度，增加父母给年

轻人的遗赠收入，降低家庭养老储蓄压力，从而释放出更多资源用于抚养孩子，提升生育意愿。另一方面，总体经济状况

的提升，将导致老年人对子女的经济支持需求变弱。同时，育龄人群预期实施延迟退休政策后，他们与同事和社会之间沟

通时间的延长可以弥补对子女的精神需求。从经济和精神两个层面，延迟退休政策均可降低其育龄时期的生育意愿。 

其二，通过代际劳动交换，延迟退休对生育率还存在隔代照料效应。祖父母或外祖父母为孙辈提供隔代照料是各国普遍现

象，我国更是如此，由于婴幼儿公共照料体系以及市场提供正式照料服务不足，由祖辈进行隔代照料十分普遍，且比例越

来越高。然而，延迟退休政策与日益增加的家庭照料负担之间存在冲突，可能会对隔代照料造成较大影响，由此降低育龄

人群的生育意愿。一方面，老年人延迟退休使得隔代照料时间减少，隔代抚育的缺位可能导致个人或家庭倾向于延迟生育、

少生育或不生育，年轻人生育孩子的时间成本上升，造成总和生育率的下降13。另一方面，由于延迟退休减少了隔代照料时

间，年轻人照料孩子的时间增加，年轻人的劳动供给降低，导致工资收入减少，进而降低年轻人对每个孩子的教育投入，

不利于长期经济增长。 

社会普遍认为延迟退休对隔代抚育影响较大，且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生育意愿。我国研究人员通过对大众进行问卷调查，

观察延迟退休政策作用于隔代抚育，以及隔代抚育作用于生育意愿的影响发现，延迟退休政策对隔代抚育负面影响较大，

进而会降低生育意愿。具体来看，64.1%受访者认为延迟退休政策会对隔代抚育造成影响，并且 43.2%受访者认为隔代抚

育将会降低生育意愿，同时有 34.8%受访者认为隔代抚育可能降低生育意愿，仅有 3.9%受访者认为可能会对生育意愿起到

促进作用14。总的来看，多数人认为延迟退休政策对隔代抚育的负面影响路径较为明确，且会对社会生育意愿造成较大消极

                                                 
13 周鹏. 延迟退休、代际支持与中国的生育率[J]. 调研世界, 2017(2):5. 
14 冷真.延迟退休政策对生育率的作用机制研究[J].[2024-0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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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为了降低延迟退休政策对生育率的不利影响，可以考虑实施相关配套政策措施。一方面，将 0-3 岁婴幼儿的托育服务纳入

政府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中，大力发展普惠性托育服务，从国家层面制定托管机构标准，制定监管法律，培养托育服务专业

人才，保障婴幼儿托育等正式照料服务的质量，促进托育服务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对需要隔代照料的家庭提供

祖辈为孙辈提供照料的政策支持，如类似于生育的产假制度，工作的祖辈需要照料刚出生的孙辈时，可以申请提供一段时

间的隔代照料假，降低延迟退休年龄对隔代照料时间的影响15。 

图表30 延迟退休政策对隔代抚育影响频率表 图表31 隔代抚育对生育意愿影响频率表 

选项 频率  占比  

会 574 64.1% 

可能会 197 22.0% 

不确定 28 3.1% 

可能不会 22 2.5% 

基本不会 41 4.6% 

无影响 34 3.8% 
 

选项 频率  百分比 

促进生育意愿 0 0 

可能促进生育意愿 35 3.9% 

不确定 57 6.4% 

可能降低生育意愿 312 34.8% 

降低生育意愿 387 43.2% 

无影响 105 11.7% 
 

资料来源：《延迟退休政策对生育率的作用机制研究》，平安证券研究
所 

资料来源：《延迟退休政策对生育率的作用机制研究》，平安证券研究
所 

 

五、 结论 

延迟退休政策是全球范围内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基本解决方案之一，我国的延迟退休政策经过了数年的准备和酝酿，也将进

入改革加速推进的阶段。7月 19日，二十届三中全会全票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

定》，其中关于延迟退休的表述，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在适当时候稳妥推出延迟退休政策”，变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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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我国延迟退休政策的推进节奏有望加快。 

从理论视角来看，延迟退休政策的实施会对财政、就业、人口三方面造成深远影响。其一，从财政方面来看，延迟退休对

于养老保险计划收支余额的影响短期内主要来自于缴费年限效应以及退休年限效应，能够改善养老金计划收支余额状况；

长期内主要来自于替代率效应和差异效应，或将导致养老金收支平衡进一步恶化。其二，从就业方面来看，延迟退休对就

业既存在消极的挤出效应也包括积极的产出效应，在政策推行之初消极的挤出效应达到最大，随着时间的推移，积极的产

出效应开始发挥作用。此外，延迟退休对不同行业的就业影响存在异质性，对高经济发展地区、民营企业、大规模企业及

劳动密集型企业促进作用更为凸显。其三，从人口方面来看，延迟退休通过代际劳动交换以及代际经济交换作用于生育

率，其中，延迟退休政策对生育率的不利影响，可以通过配置相关配套措施来降低。 

从实践视角来看，我国可借鉴美国、法国、日本的丰富经验，结合我国社会现实，对延迟退休政策实施细节进行小幅调

整。我们认为，在实施延迟退休政策的同时，若从国家层面引入循序渐进的弹性退休机制，构建积极的高龄劳动力市场，

并建立延迟退休的经济补偿机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延迟退休对财政、就业、人口等方面的负面影响，缓解养老金支

付压力，延续人口红利。结合美国、法国、日本推行延迟退休政策的实践经验，我们将可采取的主要措施总结如下： 

其一，小步调整，分类推进，渐进式施行延迟退休政策。一方面，小步调整。参考国际经验，在改革方案公布后，制定过

渡期便于民众适应政策调整，遵循“稳”字基调，避免对社会造成过大冲击。与此同时，实施期内每年会小步慢推提高退

休年龄，直至完成目标，如每年延迟 2-4 个月可能是较为稳健的速度。另一方面，分类推进。根据不同性别，制定相应的

                                                 
15 耿志祥,孙祁祥.延迟退休、隔代照料与经济增长[J].金融研究,2023,(11):188-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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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迟退休政策。从性别维度来看，遵循海外多数国家统一男女退休年龄的经验，我们认为，男女退休年龄标准或应缩小差

距，综合考虑健康预期寿命、海外国家退休年龄设定，确立 65 岁为最终男女法定目标退休年龄。 

其二，考虑弹性退休制度，调整部分人群提前退休时间。目前，国内不同行业、不同职位级别、不同身体状况、不同性别

的人群对“延迟退休”政策态度尚不统一。因此，参照美国退休政策改革的经验，在改革年龄跨度较大的情况下，可以考

虑适当加入弹性退休制度，设计不同退休年龄对应不同养老金领取标准的方案，既可以填补养老金支付缺口，又可同时兼

顾不同人群选择退休时间的自身意愿。具体来看，失业保障、残疾保障、病退等情况是劳动者提前退休的主要渠道，部分

国家通过立法关闭部分提前退休通道、收紧条件、降低待遇等方式，保障退休政策的公平性，提升高龄劳动者的劳动参与

率。以此为经验，我国可考虑部分特殊群体实际情况，搭建必要的提前退休通道，既鼓励高级技能人员、高学历人员等延

长退休年龄，又允许从事繁重体力劳动或者其他有害身体健康岗位的人员提前退休。 

其三，推行相关配套政策，构建积极的老龄劳动力市场。日本政府具有丰富的构建积极老龄劳动力市场，帮助老年人提高

专业技能，实现老年人再就业的实践经验。从整体上看，我国就业环境存在对高龄劳动者的年龄歧视，对老年人技能培训

尚不充分，对老年人隔代抚育依赖度较高等问题。实践中，我国可借鉴日本经验，为高龄劳动者就业营造更好的就业环

境。具体看：一是在《劳动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加强对高龄劳动者就业权益保护，抓住以高龄劳动者为主体的人

口红利机会，削弱实施延迟退休政策对就业环境产生的不确定影响，以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二是完善高龄劳动者就业保障

政策，加强职业教育培训，以提升高龄劳动者技能水平。三是加大企业雇佣高龄劳动者的政策支持力度，考虑对相关企业

给予财政补贴，提供税收优惠，以降低企业用工成本。 

其四，建立延迟退休的经济补偿机制。尽管长期来看，延迟退休对养老金给付和延长人口红利都有正面影响，但工作不一

定是个人理性的最优选择，物质层面已经较为丰富的年轻人和老年人会更倾向于选择闲暇。因此，为了保证政策的顺利进

行，我国可参考法国提高最低养老金领取标准的实践经验，在延迟退休政策推行时建立相应的经济补偿机制，提高老年人

延迟退休年龄的意愿。其中，可采取的具体措施包括：适当降低职工的养老金缴费水平，一定程度提升延迟退休人群工

资，增加延迟退休人群的养老金给付水平等。 

 

六、 风险提示 

1.宏观经济超预期下行。若全球经济步入深度衰退，或将拖累我国经济与金融市场走势，导致我国社保基金投资收益下滑，

加重养老金收支压力。 

2.人口老龄化情况超预期恶化。我国人口老龄化现象严重且尚无向好势头，老龄化情况持续恶化或将导致人口红利加速消

失，进而影响我国延迟退休政策实施预期。 

3.政策方向存在变化可能。延迟退休政策对财政、就业、人口等方面具有一定负面影响，同时舆论对延迟退休存在一定反

对声音，对政策的推进造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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