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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老龄社会背景下的退休安排 

杨宜勇 
 

一，引言 

    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2000年60岁以上的人口1.32亿，占总人口的

10％；到2050年60岁以上的人口4.38亿，占总人口的29％。随着社会老化的速度加快，

一方面老年人的健康状况有所改善,另一方面原有的各种保持平衡可能会打破，因此,研

究中国老龄社会背景下的退休安排很有必要。 

我把退休安排分为三种形式：一是个人安排,与家庭状况和个人人力资本状况密切相关；

二是组织（盈利组织和非盈利组织）安排,与组织的成本最小化目标和对老年人的经验依

赖有关；三是国家安排,与社会的承受能力和总体要求有关；由于各自考虑的利益和目标

不同，这三个安排互相博弈，形成一簇事实上的社会退休安排现象。该项目主要采用问

卷调查和深度访谈的方法，了解这些认识的主客观背景。 

调查问卷及其样本分布 

经过认真研究和广泛征求有关专家的意见，《关于职工退休问题的个人调查问卷》、

《关于职工退休问题的企业调查问卷》、《关于职工退休问题的公共部门调查问卷》最

终定稿。 

（一）        个人问卷 

关于职工退休问题的个人调查问卷共发放了1000份，收回有效问卷815份，回收率

为81.5%。被调查个人的分布情况如下：从性别分类看，男性占60.5%，女性占39.5%；

从年龄分层来看，30岁以下者占16.1%，31－40岁的占20.5%，41－50岁的占36.2%，51

－60岁的占13.0%， 60岁以上者占14.2%；从文化素质分类看，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占

1.6%，高中及中专占7.0%，大专及本科占64.3%，研究生占27.1%；从生活状态分类

看，在职职工占70.7%，退休职工占13.5%，失业者占2.5%，求学者占13.4%；从家庭收

入水平分类看，主观认为属于高收入的占1.8%，上中等收入的占10.4%，中等收入的占

55.6%，中下等收入的占19.4%，低收入的占12.8%。 

（二）企业问卷 

关于职工退休问题的企业调查问卷共发放了800份，获得有效问卷492份，回收率为

61.5％。被调查企业的分布情况如下：从调查表所反映的企业所属行业分类看，其中第

一产业占12.0%，第二产业占33.5%，第三产业占54.5；从调查表所反映的企业的规模

看，其中特大型企业占5.7%，大型企业占22.4%，中型企业占40.9%，小型企业占

31.1%；从调查表所反映的企业的所有制性质看，其中国有独资企业占8.5%，集体企业

占16.1，股份制（混合）企业占29.3%，私营企业占21.5%，外商投资（含港澳台投资）

企业占24.6%；从调查表所反映的企业的经营状况看，其中经营很好的企业占3.3%，经

营较好的企业占9.8%，经营中等的企业占36.0%，经营较差的企业占42.9%，经营很差的

企业占8.1%；从调查表所反映的企业员工的薪酬水平看，其中高收入的占1.6%，上中等

收入的占6.5%，中等收入的占46.5%，中下等收入的占30.7%，低收入的占14.6%。 

（三）公共部门问卷 

关于职工退休问题的公共部门调查问卷共发放了500份，获得有效问卷 377份，问卷回



 

收率为75.4％。被调查公共部门的分布基本情况大体如下：从单位类别来看，其中劳动

部门占14.3%；人事部门占13.0%；工会占23.9%；妇联占23.1%；共青团占14.6%；老龄

协会占11.1%。各类单位的分布比较均匀，可以较准确地从各个方面反映对某项政策的

意见。从单位层次来看，其中中央及全国性单位占1.6%，省与地级市占34.0%；基层

（县及其以下）64.5%。 

 

三，基本结论和政策建议 

 

（一）提前退休政策没有赢得公众的普遍认同, 退休返聘措施受到了多数人的欢迎,未来

提前退休的政策应该严格把握. 

提前退休不能100%腾出就业岗位,问卷调查显示65%的人认为提前退休者不一定增加就

业。实际调查发现有三分之一的提前退休者，办理退休手续后另起炉灶。有三分之一的

国有企业在实施提前退休计划后招收一定比例的农民工。中国每年新增劳动力的高峰已

经在2003年过去。今后提前退休行为不宜提倡，有关劳动和人事部门对提前退休政策应

该从严掌握，从而依法尽可能地推迟大规模养老保险基金危机到来的日子，为相关配套

改革争取更多的时间。 

 

于社会性别平等的考虑,男女退休年龄应该尽快着手趋于一致，2013年中国将出现劳动

年龄人口总量的高峰，然后开始下降。在男女退休年龄趋于一致的具体路径选择上，我

们不赞成一步到位的做法，一步到位的做法一方面会给社会和劳动力市场带来冲击，另

一方面无论从什么时候划线，这个时点前后的待遇差别太大，明显不公平，会人为地制

造社会矛盾、产生社会振荡。我们赞成小步快跑的办法，比如从21世纪的第N年开始，女

性的性别退休年龄每年延长2个月，这样延长5年（第一步，根据历史状况和工作轻重程

度，蓝领女职工由50岁退休延长到55岁退休，白领女职工由55岁退休延长到60岁退休）

总共是60个月，需要30年的时间，到N＋30年才能结束；如果觉得太慢，可以考虑女性

的性别退休年龄每年延长3个月，这样延长5年总共是60个月，需要20年的时间，到N＋

25年才能结束。路漫漫其修远兮，所以，现在不做，什么时候做？ 

（三）社会总体的退休年龄也可以考虑着手延长 

比如，第一阶段的目标是延长到63岁，即增加了3年、延长36个月。在延长社会总

体的退休年龄的具体路径选择上，我们也建议小步快跑的办法，比如从21世纪的第N年开

始，男女的社会退休年龄每年延长1个月，这样延长3年总共是36个月，需要36年的时

间，到N＋36年才能结束。 

（四）女性退休年龄延长与整个社会的退休年龄延长可以同时进行 

按照前面提到的慢的办法，如果女性退休年龄延长与整个社会的退休年龄延长同时

进行，那么，从21世纪的第N年开始，实际上女性退休年龄每年延长3个月；按照前面提

到的快的办法，如果女性退休年龄延长与整个社会的退休年龄延长同时进行，那么，21

世纪的第N年开始，实际上女性退休年龄每年延长4个月。 

究竟是采取快的方式还是采取慢的方式都可以商量。如果我们现在可以开始做，就不要

往后推。如果早晚要解决，还是早动手比晚动手麻烦少；如果麻烦早晚有，我们现在就

不能怕麻烦。 

 

（五）把退休制度改革作为“三方”协商机制的重要内容 

    劳动关系 “三方协商机制”是国际劳工组织积极推行的一项制度。在经济全球化的今

天，三方协商机制作为协调和缓和劳资关系的一个基本原则，已被绝大多数实行市场经

 



济的国家接受并予以具体实施。协商的主要内容包括：劳动就业、劳动报酬、社会保

险、职业培训、劳动争议、劳动安全卫生、工作时间、退休年龄和休息休假、集体合同

和劳动合同等。2003年 8月7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全国总工会、中国企业联合会联

合宣布，国家全面启动劳动关系三方(国家、企业、职工)协商机制，以协商的形式解决

劳动关系中存在的各种问题。 

退休制度改革，特别是退休年龄调整，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利益。如何统筹男性职工和女

性职工的利益；如何统筹职工的考虑和雇主的考虑；如何统筹国内劳工标准和国际劳工

的标准；都需要通过三方机制――“政府、雇主协会和工会”来协商，在协商的时候，

还应该广泛听取妇联、青年团和老龄协会的意见。 

目前，我国政府正在着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其中劳动关系的和谐是构建和

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在社会利益多元化的今天，和谐就是妥协，没有妥协就没有

和谐。退休制度改革，特别是退休年龄的延长不延长，如何延长，不能三方中间

的任何一方说了算，应该三方经常坐在一起平等谈判、协商，最后选择一条中间

三方都能认可的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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