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延遲退休會不會對
青年就業造成壓力？人

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副部長李忠在新聞發布
會上表示，總的看，延遲法定退休年齡是一
個漸進實施的過程，以較小的幅度推進，且
退休人員騰退的崗位與青年就業所需要的崗
位之間存在一定的結構差異，改革對青年就
業的影響總體上是平緩的。

李忠表示，這次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通
過的辦法，統籌延遲法定退休年齡和促進青
年就業，規定國家實施就業優先戰略，促進
高質量充分就業，明確完善就業公共服務體
系，健全終身職業技能培訓制度，支持青年
人就業創業。人社部將強化就業優先政策，
不斷拓展青年就業渠道，持續促進就業質的
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

一是通過開發更多就業崗位促進青年就
業。堅持依靠發展促進就業，加強產業政策
與就業政策的協同，推動完善現代化產業體

系，創造更多有利於青年發揮所學所長的崗
位。大力發展新業態、新模式，積極培育新
的職業序列，充分挖掘、開發新的就業增長
點。

二是通過完善政策服務體系促進青年就
業。進一步完善擴崗補助、穩崗返還、稅費
減免等政策，鼓勵企業吸納青年就業。對青
年到基層就業的，給予學費補償、貸款代償
等待遇。對青年自主創業的，給予擔保貸
款、創業補貼等優惠。強化就業見習崗位的
募集，幫助青年增強實踐能力。加強職業技
能培訓、公共就業服務和職業指導，組織開
展系列招聘服務活動，提升青年求職就業能
力和人崗匹配效率。

三是通過營造公平良好環境促進青年就
業。加強市場監管，開展人力資源市場秩序
清理整頓，嚴厲打擊各類違法違規行為，切
實維護青年合法就業權益。

大公報記者馬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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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受關注的延遲退休改革終於一錘
定音，即將啟動。13日，全國人

大常委會會議表決通過了關於實施漸進式
延遲法定退休年齡的決定。根據決定，從
2025年1月1日起，中國將用15年時間，
逐步將男職工的法定退休年齡從原60周歲
延遲到63周歲，將女職工的法定退休年齡
從原50周歲、55周歲，分別延遲到55周
歲、58周歲。這是職工法定退休年齡自上
世紀50年代確定後，70多年來首次進行
調整。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部長王曉萍
表示，延遲法定退休年齡，體現自願、彈
性的原則，採取漸進的方式，可以更好地
釋放人力資源紅利。

要聞A 11 2024年9月14日 星期六

內地延遲退休年齡
釋人力資源紅利
70多年來首調整 漸進實施自願彈性

可彈性提前或延後退
休，最長不超過3年

中國社會保障學會副會長、
浙江大學國家制度研究院副
院長金維剛：

決定體現了對個人意願
的尊重，不強制要求每個人
必須達到新的法定退休年齡
才能退休，而是可以在前後3
年的彈性區間內進行選擇，
大家根據自身情況安排何時
退休。

基本養老金最低繳費
年限提升至20年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董克用：
根據養老金計發辦法，

一般來說，多繳費1年，退
休時基礎養老金提高1個百
分點；晚退休1年，個人賬
戶養老金也會相應增多。粗
略估算，繳費年限由15年增
加到20年，退休後每月領取
的養老金大概能增加三成。

為臨近退休失業人員繳納
養老保險費

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院
長趙忠：

決定考慮到了他們的實際困
難，免除其後顧之憂，使其平穩
過渡到退休。政策安排了繼續發
放失業保險金，為其兜住基本生
活的底線；另一方面，為他們繳
納基本養老保險，避免發生繳費
中斷從而影響領取待遇。

資料來源：新華社

男職工、女幹部、女工人
分別延至63周歲、58周
歲、55周歲

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中國勞動和社
會保障科學研究院院長莫榮：

目前多數地方主要根據工作
崗位確定女性退休年齡，一般生產
操作崗位按照50周歲執行、管理
技術崗位按照55周歲執行。決定
有一個小細節，就是將二者統一為
女職工來表述，避免了身份爭議，
也順應了當前社會環境變化。

人社部：改革對青年就業影響總體平緩

隨着內
地延遲退休

政策的正式落地，在內地生活、
工作和繳納社保的港人也會受到
新政策影響。在廣州生活的港青
梁華毅表示，對於延遲退休政策
的出台並不感到意外，雖然對退
休生活的具體規劃尚未提上日
程，但也會在求職時特別關
注退休養老等福利政策。
「按自己的求職經驗來
看，一定會首選有 『五險
一金』 的工作，為以後退休
生活提供保障。」

梁華毅建議，政府在推行延
遲退休政策的同時，應積極解決
就業市場上的年齡歧視問題，為
不同年齡段的求職者提供公平的
競爭環境。

「養老還得靠自己，多存點
儲蓄分紅險和養老年金比較靠

譜。」 在深港青梁彥婷（圓圖）
曾在內地互聯網企業工作多年，
購買過深圳社保和養老保險，她
認為香港的商業保險體系健全，
建議內地可以大力推行商業保險
和儲蓄險，納入免稅機制，將養
老金的壓力分攤開來。

梁彥婷表示，為了鼓勵企業
參與這一積極的社會行動，
政府可以考慮出台一系列
稅收優惠政策。比如，對
於主動為員工配置商業年

金險或儲蓄險的企業，可以
給予一定的稅收減免或優惠，以
此作為對企業履行社會責任、關
愛員工長遠福祉的肯定與激勵。
這樣的政策機制不僅能夠降低企
業的運營成本，提升員工的福利
待遇，還能在全社會範圍內營造
出一種積極向上的保險文化氛
圍。 大公報記者盧靜怡、郭若溪

在深港青：可考慮推行養老商業險
提早規劃「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

是國家戰略。除了個體層面
做好健康、經濟和心理準備
之外，國家也在積極採取各

項措施，延遲退休就是其中一個重要措
施。」 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
教授宋健認為，實施漸進式延遲法定退休
年齡需一系列的配套和保障政策措施協調
推進，要繼續完善崗位協調機制、家庭保
障機制和養老保障體系。

宋健表示，一是完善崗位協調機制。
如根據老年人的身體狀況和崗位需求進行
必要的崗位調整，兼顧生產效率保障勞動
者的身心健康。二是完善家庭保障機制。
如發展普惠託育服務體系，緩解家庭託育
的後顧之憂。三是完善養老保障體系。如
統籌城鄉和不同職業性質的老年人的退休
金待遇，使人人都能老有所養。

復旦大學就業與社會保障研究中心研
究員封進認為，全民參保的穩步推進，待
遇水平的逐步提高，也為延遲法定退休年

齡改革創造了條件。封進建議，採取多種
措施幫扶大齡勞動者就業創業，包括加大
職業技能培訓，消除在招聘、僱傭方面的
年齡歧視，開發新的就業崗位，放寬勞動
關係限制等，要注重政策配套，加大保障
和支持力度。加強老年人力資本的培訓，
通過現有的一些教育機構來提供適合老年
人人力資源開發的一些課程。

大公報記者江鑫嫻

加大職業培訓 消除年齡歧視

民 眾 心 聲

北京市民王女士

放寬限制 因才施用
如果能不折不扣的貫徹自願原

則，我是支持延遲退休政策的。希望
政府部門、事業單位和企業都可以放
寬員工入職和陞遷的年齡限制，充分
實現因才施用。例
如，35周歲的 「考
公」 年齡限制應該
被重新審視，不讓
有才能的人因為年
齡的限制失去為民
眾服務的機會。

上海市民丁女士

提早規劃 提升技能
延遲法定退休年齡意味着需要為

更長時間的職業規劃做準備，包括技
能提升和職業發展路徑的調整。同
時，短期內可能會對個人的財務規
劃，尤其是退休後的收入安排產生影
響，建議可在前期規劃好個人養老保
險的配置。

港商楊煖坦

回歸社會 減輕負擔
雖然香港沒有法定退休年齡，但

香港實行男女統一在65歲領取作為退
休金的強積金，相當於65歲是一個普
遍的退休年紀。香港的退休人士在享
受了初期的休閒生
活後，很多人會選
擇回歸社會，參與
義工工作，這不僅
豐富了他們的晚年
生活，也減輕了社
會醫療負擔。

深圳市民陳女士

可以接受 靈活選擇
新政策規定勞動者可以自願選擇

延遲退休年齡，這是尊重個人意願，
如果可以堅持，並且有合適的工作，
不排除自願延遲退休。

大公報記者郭瀚林、倪夢璟、
盧靜怡、郭若溪整理

專家剖析四大看點

一圖讀懂延遲退休政策
男職工的法定退休年齡怎樣調整？

從2025年1月1日起
每4個月延遲1個月

60周歲→逐步延遲→63周歲

女職工的法定退休年齡怎樣調整？
從2025年1月1日起

原法定退休年齡55周歲的女職工
每4個月延遲1個月

55周歲→逐步延遲→58周歲

原法定退休年齡50周歲的女職工
每2個月延遲1個月

50周歲→逐步延遲→55周歲

除延遲法定退休年齡外，決定將調整職工按月領取基本
養老金最低繳費年限，從2030年起由15年逐步提高至20年，
每年提高6個月。

自願選擇彈性提前或延後退休 不超過3年
在統一實施延遲退休基礎上，決定允許職工達到最低繳

費年限，可以自願選擇彈性提前退休，提前時間最長不超過3
年，且退休年齡不得低於原法定退休年齡；也可以在單位與
職工協商一致的前提下彈性延遲退休，延遲時間最長不超過3
年。

13日，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舉行新聞發布會。會上，
王曉萍介紹，延遲法定退休年齡，立足中國發展實際，充分
考慮社會關切，體現自願、彈性的原則，採取漸進的方式。
在方案設計上有幾個特點：一是堅持小步調整，逐步到位。
二是堅持彈性實施，自願選擇。三是堅持分類推進，有序銜
接。同步啟動、差異化延遲男女職工法定退休年齡，與現行
退休年齡政策相銜接。四是堅持統籌兼顧，協同配套。鼓勵
和支持勞動者就業創業，保障各類勞動者基本權益，健全養
老託育服務體系。

王曉萍強調，延遲法定退休年齡堅持自願、彈性，是這
次改革的重要原則。她指出，彈性退休制度實施中不得違背
職工意願，違法強制或者變相強制職工選擇退休年齡。實施
延遲法定退休年齡後，職工的退休年齡由原來的一個剛性節
點，拓展成為一個彈性區間，增加了自由選擇空間。

當被問及 「中國法定退休年齡已經實施了70多年，為什
麼要進行調整？」 王曉萍回應，主要基於三點考慮。一是有
助於促進人力資源開發利用。王曉萍指出，中國人均預期壽
命已經從新中國成立初期的40歲左右，提高到目前的78.6
歲。同時，新增勞動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從改革開放初期的8
年，增加到目前的14年，參加工作的起始年齡普遍後移。
「延遲法定退休年齡，可以更好地釋放人力資源紅利。」

老齡化趨勢明顯 增加勞動力供給
二是有助於增加勞動力有效供給。2023年，中國60歲以

上人口2.97億人，佔總人口比重21.1%；65歲以上人口超過
2.17億人，佔比15.4%，老齡化趨勢明顯。與此同時，中國
勞動年齡人口數量從2012年起持續下降，年均減少300萬人
以上，未來勞動年齡人口佔總人口比重還將進一步降低。
「延遲法定退休年齡，能夠減緩勞動年齡人口下降趨勢，保
持經濟社會發展的動力和活力。」 三是有助於滿足勞動者工
作生活安排的多樣化需要。

延遲退休改革是一項系統工程。針對公眾高度關切的民
生問題，決定同時明確了健全養老保險激勵機制、實施就業
優先戰略、保障超過法定退休年齡勞動者基本權益、健全養
老託育服務體系等。決定還就大齡失業人員保障和特殊工種
等提前退休作出專門規定。

▶浙江省湖州市長興縣林
城鎮百葉龍社區老年學
堂，老年人將壓製成型的
手工月餅放入烤盤。

新華社

▲13日，全國人大
常委會辦公廳在北
京人民大會堂舉行
新聞發布會。
大公報記者馬靜攝

▲在吉林長春一家養老院，老人們在直
播製作絲網花。 中新社

大力發展新業態 開發新的就業增長點

專家

解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