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养老备忘录系列（五）： 

延迟退休：怎么改？影响谁？影响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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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3 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关于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

年龄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 

平安观点： 

 《决定》主要包括核心改革和配套改革两部分 

核心改革主要有三：第一，延迟法定退休年龄。自 2025 年至 2039 年的 15 年

时间内，将男职工（干部和工人）的法定退休年龄从原六十周岁延迟至六十三周

岁，将女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从原五十周岁（原女工人）、五十五周岁（原女干

部）分别延迟至五十五周岁、五十八周岁。第二，社保最低缴费年限提升。自 2030

年至 2039 年的 10 年内，按照每年增加 6 个月的幅度，将社保最低缴费年限自

15 年增加至 20 年。第三，设计弹性退休制度。职工可在法定退休年龄的基础

上，自愿选择提前或进一步延迟退休，提前或延迟的幅度不能超过 3 年，且退休

年龄必须大于原法定退休年龄，社保缴费年限也需要满足最低要求。 

配套改革主要有二：第一，《决定》要求国家通过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完善带薪

休假制度、发展养老托育服务等方式，解决劳动者对延迟退休政策的担忧。第二，

《决定》提出了个人账户养老金“晚退多得”这一全新提法，未来可能改进个人

账户养老金计发办法，进一步鼓励参保人员延后退休年龄。目前，配套改革相关

政策尚无具体实施意见出台，我们不再展开。 

 谁受到的影响最大？女工人和灵活就业人员 

法定退休年龄延迟主要影响女工人：虽然男职工和女干部的退休年龄分别延迟

了 3 年，但弹性退休制度下又允许提前 3 年退休，不构成硬性要求；若社保待

遇计发办法不变，提前 3 年退休也不会导致退休待遇低于现行水平。因此，延迟

退休对男职工和女干部的影响，更多是激励而非约束性质，这也是自愿原则的体

现。而对于原本五十岁退休的女工人来说，其退休年龄至少需要延后 2 年至五十

二岁，形成了硬性约束。由于女工人工资及养老金水平通常偏低，且养老金水平

低于工资水平，2 年的新增工作时长实际利于其权益的保护。 

社保最低缴费年限提升主要影响灵活就业人员：提升社保最低缴费年限对企业

职工的影响比较有限，假设某企业职工自 30 岁参加工作，在不断缴的情况下只

需要工作到 50 岁就可满足 20 年的最低缴费年限要求，基本不存在任何约束。

但对于灵活就业人员而言，由于其不在企业就业，社保缴费支出完全由自身承担，

常因经济压力出现断缴、少缴的情况。最低缴费年限的提升，可能令其被迫通过

推迟退休年龄、延长缴费期，或更好进行流动性管理进而避免断缴的方式，满足

最低缴费年限新要求。 

 改革的整体影响如何？短期具有积极作用，长期影响不定 

短期看，延迟退休对家庭收入和社保稳定具有短期的积极作用。一方面可以避免

仍然具有继续工作意愿和条件的低龄老人被迫退出劳动力市场，延长职业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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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通过提升社保缴费年限来提升退休后的养老金待遇水平，实现全生命周期收入的增长，带动家庭收入的提升；另一方面可以平

衡养老金收支压力，推迟缺口爆发时点，利于社保系统的整体稳定。 

长期来看，延迟退休对经济增长、人口结构变化等方面的影响并不确定。一方面，由于老年人和劳动适龄人口的就业存在结构性差

异，延迟退休政策可能通过提升劳动力供给促进经济增长；但也存在着通过就业挤出效应抑制总需求，降低长期增长中枢的风险。

另一方面，延迟退休可能通过改善家庭经济环境，降低子女抚养压力，推动人口结构逐渐改善；但也存在着因降低隔代抚养效率，

进一步压低总和生育率的可能。此外，老年劳动力究竟会通过提供生产经验提升劳动生产率，还是因思维固化、抑制创新降低全要

素生产率等问题，也仍然处于争论之中没有答案。延迟退休对经济、人口、社保等领域的长期影响，仍然难以确定。 

 改革后中国退休年龄与海外发达国家相差不远，短期内应不会再进一步延迟退休 

本次延迟退休改革后，中国的最终退休年龄与海外发达国家当前退休年龄相差不远。考虑到中国仍为发展中国家，60 岁预期寿命

和健康预期寿命，虽然较 20 世纪 80 年代制定现行退休年龄时有了较为长足的进步，但相较于海外发达国家仍有一定差距。本次

改革后的退休年龄，已经比较符合中国人口的健康水平状况，短期内应该不会再有进一步的整体调整。 

图表1 中国及部分发达国家的退休年龄、预期寿命情况 

国家  

提前退休年龄（岁，

2022） 

名义退休年龄（岁，

2022） 60 岁预期寿命（2019，年） 60 岁健康预期寿命（2019，年） 

男  女  男  女  

美国 62 62 66 66 23.1 16.4  

挪威 62 62 67 67 24.7 19.5  

法国 62 62 63.8 63.8 25.3 19.7  

日本 60 60 65 65 26.3 20.4  

韩国 57 57 62 62 25.8 19.8  

英国 - - 66 66 24.1 18.3  

澳大利亚 - - 65 65 25.6 19.0  

加拿大 - - 65 65 25.2 19.0  

OECD 平均 - - 64.4 63.6 - - 

中国(延迟) 60 52/55 63 55/58 21.1 15.9 
 

资料来源：OECD，WHO，平安证券研究所 

 延迟退休对基本养老金待遇水平的影响测算 

当前，基本养老保险的待遇由两部分构成，一是基础养老金，由支出责任由企业缴费部分形成的统筹账户承担，二是个人账户养老

金，由个人缴费部分形成的个人账户承担。其中，基础养老金以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和本人指数化月平均缴费工资的平均值为

基数，每缴满 1年发给 1%，如式 2.1。其中，𝑊𝑠𝑜𝑐𝑖𝑎𝑙 为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在实际操作中，使用的是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

人员平均工资（全口径社平工资）。𝑁 为缴费年限。𝑊𝐶𝑜𝑛𝑡𝑟𝑖𝑏𝑢𝑡𝑒 为本人指数化月平均缴费工资，计算方法如式 2.2 和式 2.3。 

𝐵𝑏𝑎𝑠𝑖𝑐 =
𝑊𝑠𝑜𝑐𝑖𝑎𝑙 +𝑊𝐶𝑜𝑛𝑡𝑟𝑖𝑏𝑢𝑡𝑒

2
 ×  𝑁 × 1%                      式 2.1 

 𝑊𝑐𝑜𝑛𝑡𝑟𝑖𝑏𝑢𝑡𝑒 = 𝑊𝑠𝑜𝑐𝑖𝑎𝑙  × (∑
𝑤𝑐𝑜𝑛𝑡𝑟𝑖𝑏𝑢𝑡𝑒 ,𝑖

𝑤𝑠𝑜𝑐𝑖𝑎𝑙,𝑖−1

𝑛

𝑖=1
) 𝑁⁄                    式 2.2 

= (∑ 𝑤𝑐𝑜𝑛𝑡𝑟𝑖𝑏𝑢𝑡𝑒,𝑖
𝑛
𝑖=1  × 

𝑊𝑠𝑜𝑐𝑖𝑎𝑙

𝑤𝑠𝑜𝑐𝑖𝑎𝑙 ,𝑖− 1

) /𝑁                  式 2.3 

式 2.2 中，𝑤𝑐𝑜𝑛𝑡𝑟𝑖𝑏𝑢𝑡𝑒,𝑖 指退休前第 i 年职工个人实际缴费；𝑊𝑠𝑜𝑐𝑖𝑎𝑙,𝑖−1 指退休前第 i – 1 年职工平均工资；二者之商，可以理解为

职工个人退休前第 i 年缴费工资，相当于退休前第 i – 1 年职工平均工资的倍数。将职工个人整个职业生涯的倍数进行算数平均，

以用于反映职工个人职业生涯中的实际缴费，相较于平均工资的水平。最终，以这一指数乘以待遇发放前一年的职工月平均工

资，可以尽可能剔除工资水平变化导致的物价水平变动的影响，防止养老金的实际待遇缩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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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账户养老金，等于个人账户储存额除以国家规定的计发月数。其中，计发月数主要是根据职工退休时城镇人口平均预期

寿命、本人退休年龄、利息等因素确定的，如图表 2 所示。当个人账户储存额领取完毕后，个人账户养老金继续发放，支出

由统筹基金承担。需要说明的是，根据《决定》的表述，我们认为当前的计发月数也很快会进行调整。 

图表2 退休年龄及对应养老金计发月数（现行） 

退休年龄（岁） 计发月数（月） 退休年龄（岁） 计发月数（月） 退休年龄（岁） 计发月数（月） 

40 233 51 190 62 125 

41 230 52 185 63 117 

42 226 53 180 64 109 

43 223 54 175 65 101 

44 220 55 170 66 93 

45 216 56 164 67 84 

46 212 57 158 68 75 

47 208 58 152 69 65 

48 204 59 145 70 56 

49 199 60 139   

50 195 61 132   
 

资料来源：《国务院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平安证券研究所 

基于现行养老金计发办法和改革后的退休年龄，我们以北京市为例，对延迟退休政策实施后三个分别出生于 1980、1990、2000年

的劳动者，在不同年龄退休时所能拿到的养老金待遇水平进行了测算。测算基于以下假设：第一，全口径社平工资，2025-2030年

的增长率为 4%，而后每 10 年下降 0.5 个百分点。2）缴费基数选择上限，即全口径社平工资的 3 倍。3）缴费自 22 岁参加工作

起，至退休不中断。4）个人账户记账利率自 2025 年以后与全口径社平工资增长率一致。在这样的假设之下，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水

平测算结果如图表 3 所示。可以看到，退休时间越晚，则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水平越高。其中，基础养老金主要由全口径社平工资和

缴费年限决定，规模相对稳定；个人账户养老金因为可以不断滚雪球，随着退休年龄的推迟占比不断提升。 

图表3 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水平测算（元/月） 

出生年 

退休岁 

1980 1990 2000 

基础 个人 基本合计 基础 个人 基本合计 基础 个人 基本合计 

52 9565 4947 14511 13362 4947 18309 17784 4947 22730 

53 10230 5442 15671 14222 5442 19663 18836 5442 24277 

54 10929 5981 16910 15121 5981 21102 19930 5981 25910 

55 11665 6569 18234 16061 6569 22631 21066 6569 27635 

56 12439 7256 19695 17044 7256 24300 22247 7256 29503 

57 13253 8014 21267 18072 8014 26086 23474 8014 31488 

58 14109 8854 22963 19146 8854 28000 24748 8854 33602 

59 15009 9854 24862 20268 9854 30122 26072 9854 35925 

60 15954 10901 26855 21441 10901 32342 27446 10901 38347 

61 16865 12131 28995 22555 12131 34686 28731 12131 40862 

62 17816 13523 31339 23712 13523 37234 30057 13523 43580 

63 18809 15237 34047 24912 15237 40149 31425 15237 46662 

64 19846 17235 37081 26158 17235 43392 32835 17235 50070 

65 20928 19583 40511 27450 19583 47033 34289 19583 53873 

66 22058 22375 44432 28790 22375 51165 35789 22375 58163 
 

资料来源：北京市人社局，平安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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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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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委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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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剧基本养老保险收支压

力，推动延迟退休政策进一步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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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在实施过程中进一步拉长调整周期。 

4）测算仅供参考。本报告对基本养老金待遇水平的影响测算仅供参考，一是各假设可能存在无法实现的风险，二是测算结

果不包含各年均会进行的待遇计发调整的影响。 

 附录 

图表4 男职工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对照表 

出生时间 改革后法定退休年龄 延迟月数 出生时间 改革后法定退休年龄 延迟月数 

1965 年 1 月-1965 年 4 月 60 岁 1 个月 1 1971 年 1 月-1971 年 4 月 61 岁 7 个月 19  

1965 年 5 月-1965 年 8 月 60 岁 2 个月 2  1971 年 5 月-1971 年 8 月 61 岁 8 个月 20  

1965 年 9 月-1965 年 12

月 
60 岁 3 个月 3  

1971 年 9 月-1971 年 12

月 
61 岁 9 个月 21  

1966 年 1 月-1966 年 4 月 60 岁 4 个月 4  1972 年 1 月-1972 年 4 月 61 岁 10 个月 22  

1966 年 5 月-1966 年 8 月 60 岁 5 个月 5  1972 年 5 月-1972 年 8 月 61 岁 11 个月 23  

1966 年 9 月-1966 年 12

月 
60 岁 6 个月 6  

1972 年 9 月-1972 年 12

月 
62 岁 24  

1967 年 1 月-1967 年 4 月 60 岁 7 个月 7  1973 年 1 月-1973 年 4 月 62 岁 1 个月 25  

1967 年 5 月-1967 年 8 月 60 岁 8 个月 8  1973 年 5 月-1973 年 8 月 62 岁 2 个月 26  

1967 年 9 月-1967 年 12

月 
60 岁 9 个月 9  

1973 年 9 月-1973 年 12

月 
62 岁 3 个月 27  

1968 年 1 月-1968 年 4 月 60 岁 10 个月 10  1974 年 1 月-1974 年 4 月 62 岁 4 个月 28  

1968 年 5 月-1968 年 8 月 60 岁 11 个月 11  1974 年 5 月-1974 年 8 月 62 岁 5 个月 29  

1968 年 9 月-1968 年 12

月 
61 岁 12  

1974 年 9 月-1974 年 12

月 
62 岁 6 个月 30  

1969 年 1 月-1969 年 4 月 61 岁 1 个月 13  1975 年 1 月-1975 年 4 月 62 岁 7 个月 31  

1969 年 5 月-1969 年 8 月 61 岁 2 个月 14  1975 年 5 月-1975 年 8 月 62 岁 8 个月 32  

1969 年 9 月-1969 年 12

月 
61 岁 3 个月 15  

1975 年 9 月-1975 年 12

月 
62 岁 9 个月 33  

1970 年 1 月-1970 年 4 月 61 岁 4 个月 16  1976 年 1 月-1976 年 4 月 62 岁 10 个月 34  

1970 年 5 月-1970 年 8 月 61 岁 5 个月 17  1976 年 5 月-1976 年 8 月 62 岁 11 个月 35  

1970 年 9 月-1970 年 12

月 
61 岁 6 个月 18  

1976 年 9 月-1976 年 12

月 
63 岁 36  

 

资料来源：《关于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决定》，平安证券研究所 

图表5 原法定退休年龄五十五周岁的女职工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对照表 

出生时间 改革后法定退休年龄 延迟月数 出生时间 改革后法定退休年龄 延迟月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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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 年 1 月-1970 年 4 月 55 岁 1 个月 1  1976 年 1 月-1976 年 4 月 56 岁 7 个月 19  

1970 年 5 月-1970 年 8 月 55 岁 2 个月 2  1976 年 5 月-1976 年 8 月 56 岁 8 个月 20  

1970 年 9 月-1970 年 12

月 
55 岁 3 个月 3  

1976 年 9 月-1976 年 12

月 
56 岁 9 个月 21  

1971 年 1 月-1971 年 4 月 55 岁 4 个月 4  1977 年 1 月-1977 年 4 月 56 岁 10 个月 22  

1971 年 5 月-1971 年 8 月 55 岁 5 个月 5  1977 年 5 月-1977 年 8 月 56 岁 11 个月 23  

1971 年 9 月-1971 年 12

月 
55 岁 6 个月 6  

1977 年 9 月-1977 年 12

月 
57 岁 24  

1972 年 1 月-1972 年 4 月 55 岁 7 个月 7  1978 年 1 月-1978 年 4 月 57 岁 1 个月 25  

1972 年 5 月-1972 年 8 月 55 岁 8 个月 8  1978 年 5 月-1978 年 8 月 57 岁 2 个月 26  

1972 年 9 月-1972 年 12

月 
55 岁 9 个月 9  

1978 年 9 月-1978 年 12

月 
57 岁 3 个月 27  

1973 年 1 月-1973 年 4 月 55 岁 10 个月 10  1979 年 1 月-1979 年 4 月 57 岁 4 个月 28  

1973 年 5 月-1973 年 8 月 55 岁 11 个月 11  1979 年 5 月-1979 年 8 月 57 岁 5 个月 29  

1973 年 9 月-1973 年 12

月 
56 岁 12  

1979 年 9 月-1979 年 12

月 
57 岁 6 个月 30  

1974 年 1 月-1974 年 4 月 56 岁 1 个月 13  1980 年 1 月-1980 年 4 月 57 岁 7 个月 31  

1974 年 5 月-1974 年 8 月 56 岁 2 个月 14  1980 年 5 月-1980 年 8 月 57 岁 8 个月 32  

1974 年 9 月-1974 年 12

月 
56 岁 3 个月 15  

1980 年 9 月-1980 年 12

月 
57 岁 9 个月 33  

1975 年 1 月-1975 年 4 月 56 岁 4 个月 16  1981 年 1 月-1981 年 4 月 57 岁 10 个月 34  

1975 年 5 月-1975 年 8 月 56 岁 5 个月 17  1981 年 5 月-1981 年 8 月 57 岁 11 个月 35  

1975 年 9 月-1975 年 12

月 
56 岁 6 个月 18  

1981 年 9 月-1981 年 12

月 
58 岁 36  

 

资料来源：《关于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决定》，平安证券研究所 

图表6 原法定退休年龄五十周岁的女职工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对照表 

出生时间 改革后法定退休年龄 延迟月数 出生时间 改革后法定退休年龄 延迟月数 

1975 年 1、2 月 50 岁 1 个月 1  1980 年 1、2 月 52 岁 7 个月 31  

1975 年 3、4 月 50 岁 2 个月 2  1980 年 3、4 月 52 岁 8 个月 32  

1975 年 5、6 月 50 岁 3 个月 3  1980 年 5、6 月 52 岁 9 个月 33  

1975 年 7、8 月 50 岁 4 个月 4  1980 年 7、8 月 52 岁 10 个月 34  

1975 年 9、10 月 50 岁 5 个月 5  1980 年 9、10 月 52 岁 11 个月 35  

1975 年 11、12 月 50 岁 6 个月 6  1980 年 11、12 月 53 岁 36  

1976 年 1、2 月 50 岁 7 个月 7  1981 年 1、2 月 53 岁 1 个月 37  

1976 年 3、4 月 50 岁 8 个月 8  1981 年 3、4 月 53 岁 2 个月 38  

1976 年 5、6 月 50 岁 9 个月 9  1981 年 5、6 月 53 岁 3 个月 39  

1976 年 7、8 月 50 岁 10 个月 10  1981 年 7、8 月 53 岁 4 个月 40  

1976 年 9、10 月 50 岁 11 个月 11  1981 年 9、10 月 53 岁 5 个月 41  

1976 年 11、12 月 51 岁 12  1981 年 11、12 月 53 岁 6 个月 42  

1977 年 1、2 月 51 岁 1 个月 13  1982 年 1、2 月 53 岁 7 个月 43  

1977 年 3、4 月 51 岁 2 个月 14  1982 年 3、4 月 53 岁 8 个月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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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 年 5、6 月 51 岁 3 个月 15  1982 年 5、6 月 53 岁 9 个月 45  

1977 年 7、8 月 51 岁 4 个月 16  1982 年 78 月 53 岁 10 个月 46  

1977 年 9、10 月 51 岁 5 个月 17  1982 年 9、10 月 53 岁 11 个月 47  

1977 年 11、12 月 51 岁 6 个月 18  1982 年 11、12 月 54 岁 48  

1978 年 1、2 月 51 岁 7 个月 19  1983 年 1 月、2 月 54 岁 1 个月 49  

1978 年 3、4 月 51 岁 8 个月 20  1983 年 3、4 月 54 岁 2 个月 50  

1978 年 5、6 月 51 岁 9 个月 21  1983 年 5、6 月 54 岁 3 个月 51  

1978 年 7、8 月 51 岁 10 个月 22  1983 年 7、8 月 54 岁 4 个月 52  

1978 年 9、10 月 51 岁 11 个月 23  1983 年 9、10 月 54 岁 5 个月 53  

1978 年 11、12 月 52 岁 24  1983 年 11、12 月 54 岁 6 个月 54  

1979 年 1、2 月 52 岁 1 个月 25  1984 年 1、2 月 54 岁 7 个月 55  

1979 年 3、4 月 52 岁 2 个月 26  1984 年 3、4 月 54 岁 8 个月 56  

1979 年 5、6 月 52 岁 3 个月 27  1984 年 5、6 月 54 岁 9 个月 57  

1979 年 7、8 月 52 岁 4 个月 28  1984 年 7、8 月 54 岁 10 个月 58  

1979 年 9、10 月 52 岁 5 个月 29  1984 年 9、10 月 54 岁 11 个月 59  

1979 年 11、12 月 52 岁 6 个月 30  1984 年 11、12 月 55 岁 60  
 

资料来源：《关于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决定》，平安证券研究所 

图表7 提高最低缴费年限情况表 

年  份  当年最低缴费年限 

2025 年 15 年 

2026 年 15 年 

2027 年 15 年 

2028 年 15 年 

2029 年 15 年 

2030 年 15 年+6 个月 

2031 年 16 年 

2032 年 16 年+6 个月 

2033 年 17 年 

2034 年 17 年+6 个月 

2035 年 18 年 

2036 年 18 年+6 个月 

2037 年 19 年 

2038 年 19 年+6 个月 

2039 年 20 年 
 

资料来源：《关于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决定》，平安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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