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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延迟退休能解决养老金缺口问题吗？
郑秉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主张对

目前的养老保险制度进行大幅度改革，以应对未来的养老金危机。

1、延迟退休
为了什么？

2、为何影响
重大？

郑秉文：在养老保险现收
现付制的情况下，提高法定退
休年龄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
事情。等于直接涉及全社会
所有人的利益，因为所有人
都会变老。退休年龄低了高
了，对人生的安排和计划是
非常重要的。

我们设想一个人 60 岁退
休和 65岁退休，家庭的预算安
排、所有的家庭生活安排都会
发生巨大变化，所以对每个人
的影响都非常大，尤其在欧洲
福利国家，他们已经习惯了那
种逍遥的日子，所以遭到了激
烈反对，这是非常自然的。

3、弹性退休
能达目的吗？

郑秉文：不可能。在法定
退休年龄这么低的情况下，最
佳方案不是弹性退休，而是提
高法定退休年龄。

我们现在退休年龄太低
了，男女性退休年龄和世界发
达国家平均比大约低 10 岁左
右，如果提高 10 岁的话，需要
匀到很多年里，这是一个很长
的时间表。在这个时间表前
又加上这个预备期，势必将时
间表拉得更长。

如果推行弹性延迟退休，
政府经过测算了吗？在经过
如此长的提高退休年龄的进
程中，社保制度支付能力有问
题吗？啥时能爆发？如果没
有测算，为什么要制定这么个
弹性退休“预备期”呢？如果
没有测算，提高年龄干什么
呢？如果测算了，为什么不公
布，让大家知道你的制度需要
参保人的理解和支持？

社会越发达，寿命越长，
长寿风险越大，社保制度受到
的挑战和威胁就越大，就越需
要全民的理解和支持，必须达
成全社会共识。要达到这个
目的，就要跟大家交底，不能
犹抱琵琶半遮面，光说应该怎
么干，不说为什么这么干。

这是导致这么多次，一提
这个话题都闹得大家不愉快，大
家一讨论，政府就往后退的根
本原因。

4、谁会支持
弹性退休？

郑秉文：会有人支持，但
结果将是一部分人成为受益
者再受益，最后这项制度会
成为全社会口诛笔伐的一个
软肋。

比如事业单位、国家机关
这些公共部门，相当一部分人
是愿意延迟退休的，私人部门
如 厂 矿 企 业 愿 意 延 迟 的 很
少。这会形成私人部门和公
共部门的冲突，事业单位、公
务员得到了好处，本来你们退
休金就高，现在又延迟退休
了，会被认为公共部门给自己
谋好处，自己给自己制定了很
好的政策。

同时，要是事业单位不
改 革 或 改 革 在 后 提 高 退 休
年龄在前，那么也会让公众
认 为 这 是 只 提 高 私 人 部 门
的 而 不 提 高 公 共 部 门 的 退
休年龄，好处都让公共部门
占了，大家会说你坐在办公
室里不提高退休年龄，却让
私 人 部 门 的 体 力 劳 动 者 去
提高。

总之，在不统一的养老制
度下，无论怎么做，都会被骂
为公共部门为自己谋利。

5、支付压力真
的存在吗？

郑秉文：所谓真的压力，
是指当期支付的压力。我们
目前当期支付的情况还是不
错的，每年养老基金的收入大
于支出，收入减去支出，每年
结 余 的 养 老 基 金 都 非 常 可
观。所以当期的支付压力几
乎是没有的。

但是如果要细究当期的
养老金结构会看到，每年的巨
大余额中一大部分来自财政
转移支付。比如 2010年，在结
余的2865亿中，1954亿是来自
财政补贴，如果没有补贴，纯
粹缴费收入减去支出的结余
只有 900 亿左右，这个数字就
非常小了，尽管很小，但毕竟
还是有余额的，所以说当年支
付压力不是很大，财务压力也
不大，但长期看这不意味着就
应很乐观。

由于 人 口 流 动 的 原 因 ，
由于历史原因老工业基地包
袱大小不同的原因，各省经
济发展状况不同等原因，我
们目前 32 个统筹单位有 15
个当期收不抵支，全国看有
盈余，但仔细看数据，一半省
份收不抵支。

这些问题足够引起政府
的重视，改革制度，并且让民
众知道制度的现状，让大家引
起重视。

郑秉文：目的毫无疑问只
有一个，就是提高养老金的支
付能力，因为退休年龄太低，威
胁到制度长期的财务可持续性
和支付能力。提高退休年龄不
是解决现在的问题，而是长期的
制度问题。长期来看，这个养老
制度是绝对不可持续的。一切
参数假定都不变，我们的制度在
若干年内陷入财务风险是毋庸置
疑的，因为诸多的制度参数设计
是不科学的，其中一个就是退休
年龄。

6、延迟退休
能缓解支付压
力吗？

郑秉文：影响和贡献肯定
有，延迟一年退休意味着两年
的功效，一面是延迟一年拿退
休金，同时多了一年的缴费，
所以是两年的效果。

至于能有多大的效果，对
支付能力提高多少，需要详细
的测算。要假定一些条件，比
如目前统账结合的制度结构是
否需要变化、个人账户是继续
做实还是像现在停滞下去，生
育政策是否调整等等，都会对
提高退休年龄的效果有影响，
所以要具体的效果，就需要假
定很多条件进行测算。

7、延迟退休是
唯一办法吗？

郑秉文：在现收现付的制
度里（中国的统账结合因为个
人账户基本都是空账，可以看
作现收现付），有三个参数是
最重要的，替代率、缴费率和
退休年龄。

替 代 率 现 在 全 国 平 均
45％左右，要想制度长期可持
续提高，可以降低这个参数。
但现在已经这么低了，大大低
于当初的制度设计时目标替
代率58.5%，还有空间降低吗？

而且政府的目标是提高
这个参数，而不是降低。

上调缴费率是一个办法。
雇员、雇主的缴费率可以单方或
双方的上调，比如法国，战后多
次上调缴费率，用这个办法增加
财务可持续性。

但这不适于中国。中国职
工的缴费率为8％，高于绝大部
分发达国家的缴费率，单位的
缴费率是 20％，在发达国家也
是名列前茅，这两个提高都不
容易。

再看退休年龄，经过比较
后，发现只有这个参数是有空
间调整的。现在女性 50 岁男
性 60 岁退休，加上女干部 55
岁、事业单位和公务员部分女
性 60岁退休的因素，男女平均
退休年龄在 56 岁－ 57 岁之
间。北欧国家男女同龄 67 岁
退休，西欧大部分国家是男女
同龄 65岁退休，分别比中国多
8-10年。

再看寿命预期，我们仅仅
比这些国家短两三年或三四年，
这可以看出退休年龄的空间男
女平均有六七岁，所以这个参数
是可以动的，并且很急迫。

8、提高退休
年龄需要多长
时间？

郑秉文：提高退休年龄不
是一年两年能完成的，要把这
些年龄分散到一个时间表里，
渐进式地提高，让人们有个心
理适应期。所以这个决策制
定越早越好，才能有时间把这
么多年龄均摊在进程中。

至于时间表长短，要看提
高多少年龄，或者是男女平均
年龄，或者男女依然不一样，
比如女性工人 50岁退休，男性
60 岁，这两个提高退休年龄的
空间是不一样的，男的设定多
少、女的设定多少，就需要不
同的进程。

比较保守地看，像中国目
前这样完成这个提高退休年
龄的进程，无论如何也要一二
十年。

10、提高退休
年龄需要什么
条件？

郑秉文：两个大条件。第一
个是要有非常好的宣传。这么
多人反对，是中国人懒惰不愿意
工作吗？大家不同意提高退休
年龄是因为没有认识到这个问
题，不能怪大家，政府的任务是
要让大家知道为什么，要交待清
楚赢得理解和支持。

第二个条件是制度改革。
要有利于延长退休年龄，制度就
要实实在在的有激励性，如果没
有让延长退休年龄的得到实惠，
就很难获得支持。所以多缴费
多领取养老金，一定要体现在制
度上，让参保人算的时候觉得划
得来。

这两者结合起来，提高退休
年龄就比较容易做到了。

□新京报时事访谈员 杨华云

9、养老金
去哪里了？

郑秉文：在目前的缴费
率、财政补贴、利息率等条件
下，在三个人养一个人的制度
赡养率下，替代率应该高达
80％以上，钱哪去了？

养老制度大的参数不合
理，不少小参数也是不合理
的。比如每年拟定社会平均
工资通常以上一年作为今年
缴费的基数，北京今年社会平
均工资是 4672元每个月，这是
去年的数字作为今年的基数，
去年用的基数是 4201 元。但
中国的城镇在岗职工工资平均
增长率是 14％，你用去年的基
数缴今年的费，无形之中费基
缩小了14％。

再比如，事业单位改革事
实上上世纪 90 年代中央就有
文件，要求事业单位和企业一
起改革，于是上海等几个省市很
听话，改完了，事业单位和公务
员都按职工的养老保险参保，可
是他们的替代率不是按企业职
工的计发公式发放的，否则与其
他地方事业单位比就太低了，多
的钱从哪里来？是从养老金这
个池子里出，显然他们花了别
人的钱。

这种跑冒滴漏的事情随
便就可以说出七八个来。

日本人如何养老
日本养老金的前世今生

1984年在中曾根康弘第
二任内阁会议上，决定导入
全国国民共通的“基础年金”
制度。

日本最古老的年金（即退休
金、养老金）是“军人恩给”。1923
年，制定了《恩给法》，此前分别以
军人和国家公务员为对象的两种

“恩给”合并，初步确立了以“公
人”为对象的“恩给制度”。

最早的企业年金是“钟渊纺
织”（即后来著名的化妆品品牌

“嘉娜宝”的前身）年金。1905
年，该企业的经营者武藤山治在
自己的企业创设了年金制度。随
后，三井物产等大企业跟进。

除了“公人”和大企业外，面

向民间劳动者的年金的最初尝试
是 1939 年投入实施的、被称为

“船员保险”的年金保险制度。
1942 年，彼时的厚生省官僚花泽
武夫以纳粹德国的退休金制度为
摹本，在“船员保险”的基础上，将
适用对象扩大至一般民间劳动
者，创设了“厚生年金保险”制度。

战后初期，年金制度已广泛
覆盖，日本国民已基本“老有所
依”，但不同的业种有不同的年金
制度及不同的适用对象，偿付年
限及偿付水平也不尽相同，有的
差异颇大。特别是由于产业结构
的变化和财政基础的不稳定，在
不同制度的受用者之间，产生了
个人负担额度和偿付水平两方面
的不公，备受舆论的抨击。有鉴
于此，1984 年，在中曾根康弘第
二任内阁会议上，决定彻底改革

此前在不同业种和集团之间“各
自为政”的状况，导入全国国民共
通的“基础年金”制度，并于翌年
投入实施，成为沿用至今的年金
制度的“骨骼”。

养老金的“三层建筑”

现状的制度之下，位居
三楼的人，肯定比一楼的人
所支取的年金额要多。

目前日本的年金制度，通常
被比喻为“三层建筑”：底层（一
楼）是全民共通的年金制度“国民
年金”；中层（二楼）是面向公司职
员、公务员的“厚生年金”和“共济
年金”制度；作为“上层建筑”的三
楼是公司独自的年金制度“企业
年金”和公务员独自的、与职务挂

钩的追加制度“岗位加算”。其
中，一楼、二楼是公共年金，按法
律，个人有缴纳义务或由工作单
位代缴；三楼则属于私人性质的
年金。

具体来说，原则上，在日本国
内居住的所有 20岁以上、60岁以
下的国民（包括在日生活一年以
上的外国人）均有按月缴纳“国民
年金”（一楼）的义务。缴纳满 25
年（25 年为领取资格的下限，多
缴多得）者，满 65 岁时，可领取

“基础年金”。按目前的水平，一
个人如果从 20 岁开始一直缴纳
到60岁的话，每年可支取80万日
元（约折合人民币61000元）的定
额“基础年金”。作为年金制度的
基础结构，“国民年金”按人头缴
纳，万人平等。

二楼的“厚生年金”和“共济

年金”部分，只是作为公司职员或
公务员期间才有缴纳义务。理论
上，这部分被保险者中，既包括刚
缴纳了一个月者，也包括连续缴纳
了40年以上者。由于二楼的被保
险者所缴保险金额度与薪酬挂钩，
支取额度也受制于缴纳期间的薪
酬平均额，该部分年金属于“所得
比例”性质的年金。因此，虽然同
属公共年金，但一楼的支取额相对
固定，二楼的支取额则根据被保
险者的实际状况而千差万别。

三楼是年金构造的“上层建
筑”，加入者有限。如果被保险者
是公司职员的话，取决于其所服
务的公司有无企业年金制度，如
有的话，则强制加入；若被保险者
是公务员的话，则毫无例外会有

“岗位加算”。
毋庸讳言，现状的制度之下，

位居三楼的人，肯定比一楼的人
所支取的年金额要多。

延迟年金支取年龄

如何在国民年金的存量
与国民经济的增量之间取得
平衡，以维系一种良性循环
的制度运作，至关重要。

日本早在上世纪 70 年代前
已经完成城市化。随着经济发展
及与之相伴生的国民生活观念的

“升级”，核家族、丁克化、不婚等
现代社会特有的世相日益渗透、
发展，导致出生率锐减，全国人口
在 2005 年已进入负增长，老龄社
会进展迅速。而与此同时，经济
社会的发展，已使传统儒教圈的
家庭赡养文化分崩离析，把养老

问题从家庭中剥离出来，以社会
的方式来谋求解决的“社会赡养”
成了吃紧课题。未来10至20年，
无疑是日本年金支取的高峰。

然而，一个难以回避的事实
是，日本国民年金的累积额度呈
慢性不足。不久的将来，国民退休
年龄和年金支取开始年龄甚至有
可能进一步推延。英、德等西欧国
家，也在检讨将支取开始年龄推延
至68岁的可能性。而作为世界屈指
可数的长寿国、人口的高龄化进展迅
速的日本，未来将“保险对象”的下限
设定在70岁，也不足怪。

但一味推延国民退休年龄和
年金支取开始年龄，也会带来明
显的副作用，如企业对人工成本
的过度压缩、减少雇用年轻员工
及企业组织的与高龄化相伴生的
沉闷、抑郁感。而这些问题势必

会对企业的效率、创造力造成负
面影响，从而进一步损害已然相
当严峻的雇佣环境。如何在国民
年金的存量与国民经济的增量之
间取得平衡，以维系一种良性循
环的制度运作，至关重要。

回过头来看，日本实施全民
覆盖的“国民皆年金”制度已逾半
个世纪（1961年投入实施），虽然支
取年龄从61岁推迟到65岁，但未
出现大的问题，基本保障了公平、
公正的原则。值得一提的是，正如
直接关系到每个国民的另一个重
要保险——医保（即“国民健康保
险”）制度，最终在1961年实现了全
民覆盖（所谓“国民皆保险”制度）
一样，“国民皆年金”制度也是从

“低端”起步，逐渐完善成全民覆盖
的退休金福利制度。

□刘柠（北京）

延迟退休年龄的话题在过去几年中此起彼伏，每次均遭激烈反对。近日人社部又
称研究弹性延迟退休，为何要延迟退休？退休年龄和养老制度谁的问题更大？

2011年末全国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

人数为 28391 万人，比上年末增加

2684万人。
年末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农民工人数

为 4140万人，比上年末增加 856万人。
年 末 参 加 企 业 基 本 养 老 保 险 人 数 为
26284万人，比上年末增加2650万人。

全年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基
金总收入 16895亿元，其中征
缴收入 13956亿元，各级财政
补贴基本养老保险基金2272亿
元。全年基金总支出12765亿
元，年末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
结存19497亿元。

统账结合：世界上的养老保险模式主要为现收现付制和基金积累制两种。现收现付制是指以同一个时期正
在工作的一代人的缴费来支付已经退休的一代人的养老金的保险财务模式。基金积累制是国家强制实施的个
人养老储蓄制度，通过建立个人账户，企业和个人缴费全部进入个人账户，退休待遇水平完全取决于账户基金
的积累额，账户基金可以进行投资。中国的统账结合制，即养老保险基金由企业缴费和个人缴费两部分组成，
企业缴费用于当期发放养老金，个人缴费存入个人账户，退休后分为若干年发放给参保人。

■ 释义

替代率：替代率是劳动者退
休时养老金领取水平与退休前工
资收入水平之间的比率，它是衡
量劳动者退休前后生活保障水平
差异的基本指标之一。■ 访谈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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