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投人生⑫ 

 

理性看待“延迟退休”，接下来最重要的事是它→ 

如果“延迟退休”，普通人该如何养老？ 

 

 

2022 年我国人口第一次出现负增长，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 年全年人

口自然增长率为-0.60‰。与此同时，老年人口比重持续上升，60 岁及以上人口

达 2.8 亿，占全国人口的 19.8%，其中 65 岁及以上人口为 2.1 亿，占全国人口

的 14.9%。 

人口问题的警钟再一次敲响，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正愈发严重。老年人多了，

什么时候退休？如何退休？如何养老？一直是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 

近年来，“延迟退休”频上热搜，去年多个重要文件和会议明确提及将实行

“渐进式延迟退休”。近期有券商研报表示：“渐进式延迟退休方案或于 2023

年公布，于 2025 年实施，2033 年前后实现男女均 65 岁退休”，“延迟退休”

再次成为舆论焦点，引发了网友的激烈讨论，我们认为，应当理性看待。 

 

一、什么是渐进式延迟退休？ 

所谓渐进式，就是给一个时段，比如 2025 年-2055 年这个时段，按计划逐

步推后退休年龄。渐进式跨越的时段越长，过渡变化就越平缓，对延迟退休人员

的影响就越小。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市场与价格研究所所长杨宜勇表示：“延迟退休



不是说一下子就延长到位，而是每年递增式地延长。也就是说，我们的退休年龄

不能一下子从 60 岁延长到 65 岁，而是逐年按月增加的温和式延长。” 

 

二、为什么需要“延迟退休”？ 

1. 城镇化进程加快 

城镇化的背后是工业化，生产力发生了变化。以前许多人生活在农村，养老

基本靠儿女，不存在退休一说，也不需要领取退休金。而现在很多人都在企业上

班，每月领取工资，并缴纳一部分作为养老金以待退休后领取，养老基本靠国家

和自己。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城镇化率已从 2000 年的 36%大幅提升到 2022

年底的 65.22%，这意味着领取养老金的人数呈现爆炸式增长。 

 

2. 人均寿命延长 

我国当前实行的男性 60 岁退休，女性 55 岁退休由 1978 年发布的《国务院

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规定，不过，在 1978 年，我国的人均寿命为

66 岁，而到 2020 年，我国人均寿命已达 78 岁，在 42 年间提高了 12 岁，这意

味着领取养老金的年限大大延长了。 

以前男性 60 岁退休，女性 55 岁退休，平均到 66 岁寿终正寝，这就意味着

真正领取养老金的时间并不太长，男性 6 年，女性 11 年。可如今人均寿命已延

长到 78 岁，意味着男性要领取 18 年，女性要领取 23 年，工作缴纳养老保险的

时间和退休领取退休金的时间比例大幅改变了，这也会导致养老金的紧张局面。 

 

3. 人口老龄化少子化 

在老年人口不断增加、人均寿命不断增长的过程中，劳动年龄人口（15-59

岁）正持续减少。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1 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达到峰值

94072 万人，此后开始下降，2022 年，我国 16-59 岁劳动年龄人口为 87556 万人，

10 余年时间，劳动年龄人口减少 6500 多万。随着生育率的持续下降，未来劳动

力的稀缺性会持续增强。 

越来越少的劳动年龄人口，需要抚养越来越多、越来越长寿的老年人口，这

也导致养老的压力在持续增加，通过“延迟退休”缓解全社会的养老压力已是大



势所趋。 

 

三、其他国家情况如何？ 

从国际上来看，延迟退休年龄是世界各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普遍做法，近几

十年来，多数国家都不同程度地提高了退休年龄，世界主要经济体的退休年龄普

遍都在 65 岁以上。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20 年的统计显示，欧盟成员国男性的平均

退休年龄为 64.3 岁，女性为 63.5 岁。各国中，挪威的平均退休年龄最高，男女

都达到 67 岁。OECD 预测，到 2060 年，欧盟男性的平均退休年龄将延长到 66.1

岁，女性 65.9 岁。 

一边是低生育率下越来越少的劳动人口，一边是急剧膨胀的领取养老金群体，

“入不敷出”终将是无可逃避的现实问题。在这样的压力之下，近年来全世界不

少国家尤其是人口老龄化较为严重的发达国家，都在推动退休制度的改革。 

例如，德国自 2012 年起实施渐进式延迟退休，用 12 年时间把退休年龄整体

延长一年，预计到 2030 年将退休年龄延长至 67 岁。日本于 2022 年正式通过《高

龄者雇佣安定法》，将企业员工的退休年龄从 65 岁提高至 70 岁。 

 

四、普通人该如何为养老做准备？ 

我们认为：在挣钱的时候，一定要为不挣钱的老年做一些准备。 

面对当前的养老形势，国家除了通过延迟退休来减轻未来的养老金、医保等

社会保障压力，也在号召居民个人提早规划准备个人养老金。 

2022 年以来，《个人养老金实施办法》和《关于个人养老金有关个人所得

税政策的公告》等个人养老金新政相继出炉，我国正努力完善养老三支柱体系，

着力加强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制度。 

个人养老金实行个人账户制，缴费完全由参加人个人承担，目前每年上限

12000 元，可自主选择购买符合规定的储蓄存款、理财产品、商业养老保险、公

募基金等金融产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递延纳税优惠政策。 

专门为个人养老金设立的公募基金 Y 类份额也于去年 11 月底面世，投资者

可以根据自己的资产配置需求和风险承受能力来选择养老目标日期型基金或养



老目标风险型基金。 

 

风险提示：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本材料中的信息或所表达的意见仅供参考，并不构成任何投资

建议。最终个人养老金实施政策以相关监管机构发布的最新文件为准。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

尽职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本金不受损失，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人购买基金时应详细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与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法律文件，充分认识本

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和产品特性，并根据自身的投资目标、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因素选择与

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