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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随着我国老年型社会的到来和老龄化速度的加快, 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问题受到了极大的关注。目前我国学术界的一种观点认为: 由于我国老龄化的速度加快和人口平均

预期寿命的延长,相应的老年人口负担加重, 劳动力资源也必然减少,为此必须推迟退休年龄,才能适

应老龄化社会发展的需要。依据这些理由提出推迟退休年龄有失偏颇, 就我国当前情况而言,全面推

迟退休年龄还不合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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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的背景

我国现行法定退休年龄的规定始于 1951年,当时政务院颁发的5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6

规定: 男职工的退休年龄为60周岁,女职工为 50周岁。1953年修改后的5劳动保险条例6对退休年龄

未做改动。1955年国务院颁发的5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退休处理暂行办法6中, 把女干部的退休年

龄确定为55周岁。1978年 5月 2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批准的5国务院

关于安置老弱病残干部的暂行办法6、5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6(国发119782104号)仍

然规定:企业职工退休年龄是男年满60周岁,女工人年满 50周岁, 女干部年满 55周岁。

随着我国老年型社会的到来及其老龄化速度的加快, 当前学术界以及社会大众对我国人口老龄

化的影响给予了极大的关注, 其中一些学者针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提出了延长退休年龄作为应对措

施之一。他们认为老龄社会的到来和人口老龄化速度的加快必然导致我国养老负担的加重、劳动力

资源的不足,加上平均预期寿命的延长和健康水平的提高, 仍然按照原来的年龄退休必然造成老年人

力资源的浪费, 为此必须推迟退休年龄,才能适应人口老龄化社会的需要。

李珍在5关于退休年龄的经济学思考6一文中指出: / 50年代规定的退休年龄在当时是适当的,但

在人口预期寿命提高了 20岁的时候,这一规定就不适当了,原来的退休年龄是过低了;适当提高退休

年龄确实能给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更大的余地。01林义在5关于我国退休制度的经济思考6一文中强

调: /我们有充分理由认为我国现行的退休年龄偏低, 较低的退休年龄与继续延长的人均寿命必然会

加剧国家对养老保险费用的负担程度。适当延长退休年龄, 通过缩短领取养老保险金的期限而相应

减轻养老保险制度的经济负担。02董之鹰在5老年资源开发与现代文明社会6一书中关于/退休年龄政

策的影响0中谈到: /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延长而退休年龄没有延长,其结果是不但老年人力资源开发受

影响, 而且带来退休金的资金来源减少和退休金逐年增加的压力。03
熊必俊在5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应

对老龄化挑战6一文中认为: /从2006年起部分提高退休年龄, 这样能保证养老金的收支平衡, 减轻养

老保障的压力0。4杜午禄在5人口老龄化与退休年龄低龄化6一文中指出: /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从

50多岁以每两年多增加一岁的趋势迅速提高,我国劳动退休制度是 50年代初制定的, 这两者之间的

关系经过 50多年的演变已经日益相悖。05史柏年在5退休年龄与养老金支付6一文中提出: /不少国家

和地区都做出推迟退休年龄以维持养老金平衡的政策选择, 中国城镇职工的退休年龄是几十年前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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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在人口平均寿命不断增长、养老保险制度日益成熟的今天, 也存在着推迟退休年龄的社会需

求。06

以上诸位学者主要是从养老保险资金平衡的需要、平均预期寿命延长和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等情

况为依据提出推迟退休年龄的建议,但是结合我国的国情看,在当前提高退休年龄是不可行的。

图 1  1944 年~ 2000年中国婴儿死亡率的变化( j )

数据来源: 1944~ 1985 年来自5科技导报6 1989 年第 4 期, 1995 年、2000

年来自52000 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6,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编,中国协

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2000 年。

2  对几种理由的质疑

211  关于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的变化
目前作为提高退休年龄的依据之

一就是认为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已经从

解放初期的 40岁左右提高到 2000年

的 71140 岁, 平均预期寿命提高了 30

多岁, 所以应该提高退休年龄。首先

让我们来看看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的涵

义。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指的是一批人

出生时预期未来的寿命, 即一批人出

生时的期望寿命。它是用一批人口中

各年龄死亡人数作为权数而计算的平

均数,其数值的高低随这批人口中各

年龄死亡人数的比例而变化, 即人口

平均预期寿命的数值取决于各个年龄的相对死亡水平, 任何一个年龄的死亡水平发生变化都会影响

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的变化;人口死亡率的变化发生在各个年龄组,都对平均预期寿命产生作用。7 死亡

率下降多的年龄组对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的影响较大,反之, 则影响较小。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提高的速

度以及幅度与婴儿死亡率变化的速度和幅度有着密切的联系。我国 50多年来婴儿死亡率从 200j下

降到 2000年的 3212j ,因此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有了很大的提高。这可以通过图 1、图 2来观察。

图 2  1945 年~ 2000 年中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的变化

数据来源 : 1945~ 1949 年来自黄荣清、刘琰编著:5中国人口死亡数据集6 ,中国

人口出版社, 1995年版; 1975~ 1996 年来自李日帮: 5中国人口寿命的时间变化

和区域差异6载于5人文地理62000 年第 2 期; 2000 年来自5人口与计划生育常

用数据手册( 2002) 6, 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 2002 年 12 月。

1944~ 1949 年我国的婴儿

死亡率为 203160j ,这时的人口

平均预期寿命为 3911 岁, 1955

年婴儿死亡率下降到 107164j ,

1957年平均预期寿命提高到 57

岁。到1975年我国的婴儿死亡

率降到 48105j , 此时的人口平

均预期寿命提高到 68118 岁。
从图 1、图 2 可以看出, 从 1945

年~ 1970年代中国的婴儿死亡

率急剧下降,相应的人口平均预

期寿命则快速上升; 1980 年代

以来婴儿死亡率缓慢平稳的下

降,平均预期寿命平稳上升。在

1950~ 70年代,平均预期寿命提高的最明显,其后则变化不大。这种情况恰好说明婴儿死亡率下降的

主要影响作用。

当前是否需要提高退休年龄应该依据老年人口的平均余寿是否延长来做出判断,分析老年人口

死亡水平的变化情况。如果老年人口的平均余寿提高了,则应该提高退休年龄。平均余寿即确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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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 x 岁的平均预期寿命,它受到 x 岁以后各年龄组死亡率变化的影响,表明活到 x 岁的人口平均还能

活多少年,是一个综合反映人口死亡水平的指标。8老年人口平均余寿受到老年人口死亡率的影响,它

的变化能够综合地反映老年人口死亡水平的变化。

由于缺乏建国以来到第三次人口普查期间的老年人口平均余寿的详细数据, 本文依据第三次人

口普查以来的老年人口平均余寿的数据进行分析。
表 1  1981、1 990、2000 年全国 60 岁以上人口的平均余寿

年龄 1981 年 1990年 2000年

60   17100   17168   18136
65 13159 14117 14168

70 10155 11106 11139
75 8106 8153 8169

80 5191 614 6143
85 4147 4189 4189

  数据来源:杜鹏、殷波5中国老年人口存活率与平均余寿6载于

5中国人口老龄化国际比较研究6研究报告,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

究所, 2003 年 6月 30 日。

从表 1 可以看出, 老年人口的平均

预期寿命自 1981年以来虽然在提高,但

提高的幅度较小, 60岁以上各个年龄组

老年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在 20年提高

了 1136岁, 越是高龄老年组, 提高的幅

度越小, 老年人口死亡率水平的下降十

分缓慢和有限。这也说明提高退休年龄

的依据不充分。

此外, 我们还应该从健康寿命水平

来研究问题。健康预期寿命这个指标能

够反映出疾病损伤、残疾和活动受限等

对寿命的影响, 可以清楚地反映国民平均能够健康地生活到多大年纪以及人口生存的质量。9根据世

界卫生组织公布的 191个国家的健康预期寿命的排行榜,我国居民平均健康寿命是 6213岁,在世界排

名第 81位,而日本平均健康寿命是7415岁,处在第一位。
10
日本的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是 8019岁, 健康

预期寿命比其低 614岁。中国的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是 71140岁, 健康预期寿命比平均预期寿命低 911
岁。这表明我国居民的健康水平较低。而当前日本的退休年龄是65岁,比健康预期寿命低915岁,我

国当前的退休年龄男性为 60岁, 女性为 55岁, 我国男性的退休年龄与健康寿命比较接近。所以从健

康预期寿命的角度看提高退休年龄在我国还是不具备条件的。

212  关于劳动力资源的问题

人口老龄化伴随着劳动力资源的不足和劳动力负担的加重,这也是某些学者提出提高退休年龄

的理由,即需要提高退休年龄以弥补劳动力资源的不足。这种提法是否适用于我国呢? 本文从我国

劳动力的数量供给和劳动力结构方面进行如下分析。

在我国现阶段, 劳动力资源十分丰富,至少在未来 30年内还不可能出现劳动力人口不足的情况。

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 2000年我国 15~ 60岁劳动力人口规模达到了 8116亿。根据国家统计
局人口与就业司的统计与预测, 2010~ 2050年我国劳动力人口仍将保持在 7~ 8亿之间, 变动趋势如

表2所示。

表 2  我国劳动力年龄人口变化趋势 万人

年份 2010 2020 2030 2040 2050

人数 85185 85981 80752 78420 72972

  资料来源: 2016 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达最高峰. 中国劳

动科学, 1997; 6

从表 2 可以看出, 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

在 2020年以前一直在不断的增加,到 2020年时

达到峰值, 之后才出现缓慢下降, 但直到 2050

年仍多于 7亿。目前我国已经面临着严峻的就

业和失业压力。从52004年中国社会蓝皮书6得

知,在 2002年底, 我国城乡共有就业人员 713亿
人, 2003年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为 413% , 11实际失业率很可能比统计的失业率还要高。劳动和社会

保障部提供的数据表明, /十五0期间,我国新增加的劳动力将升至峰值,新生劳动力较/九五0平均每

年增加290万人,加上现存下岗失业人员,每年城镇需要安排就业的人数将达到 2200~ 2300万人。按

目前就业框架计算, 每年新增就业岗位只能达到 700~ 800万个,年度缺口为 1400~ 1500万人,就业压

力巨大。而根据测算,如果将男女职工的退休年龄均提高到 65岁, 全国失业率将增加 5个百分点,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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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在 10年后达到 10%,而且城镇失业率每上升 1个百分点,将造成新增 40万个失业人口。
12
这些情况

无不说明我国的劳动力总量处于供过于求的态势。当然随着生育水平的下降,未来劳动年龄人口会

出现下降的趋势,但我国现阶段没有发生这种情况。我国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所产生的影响还没有

像发达国家充分体现出来,所以当前从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影响的角度提出提高退休年龄还是不太

适宜的。

213  关于老年人口抚养比的问题

通过提高退休年龄可以减轻老年人口扶养比, 这也成为提高退休年龄的根据之一。那么从这个

角度看,是否应该推迟退休年龄呢?

通常老年人口负担是以老年人口抚养比这一指标衡量的。自上个世纪 1970年代以来,我国老年

人口的抚养比不断提高, 2000 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显示, 我国 60 岁以上老年人口抚养比为

1618%。然而老年人口抚养比是把所有老年人口都当作非劳动力人口来计算的, 而实际情况是, 一些

老年人仍然在从事着劳动,老年人的劳动参与率不是为零, 他们不完全是消费者。据第五次全国人口

普查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中在业人口为 42212万,在业率为 33%。13另据 2000年

由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组织的全国城乡老年人口状况一次性抽样调查表明目前我国农村老年人口

中有 4214%的老人仍在从事劳动, 其中 3/ 4的老年人在农村,城市有 1014%的老年人仍在工作。14所以
实际的老年人口抚养比比统计意义上的老年人口抚养比要低得多, 老年人口的实际扶养负担并不像

统计结果显示的那样严重。而且我国老年人口大多生活在农村,目前的人口老龄化并没有明显加大

政府的养老负担。因此, 根据老年人口扶养比的提高而提出推迟退休年龄的理由也是不充分的。

214  关于老年人力资源利用的问题

就老年资源而言,目前有学者指出,由于中国老龄化的到来,必须充分利用老年人力资源,否则就

会造成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 为此也就必须提高退休年龄。

人力资源一般是指具有劳动能力的劳动人口,而人才资源是指劳动中有特殊贡献能力的人员,需

要把二者区分开。

一方面就老年人力资源而言, 由于我国的人口健康预期寿命并不高, 资料显示, 我国 60岁老年人

口的平均带病期占余寿的比都很高,城市女性老人的带病期占余寿的 78148% ,男性老人的带病期占

余寿的 75117%。15进入老年阶段的劳动者由于生理功能的下降和疾病的增加,多数人不再适应紧张的

工作需要。

从劳动生产率的角度看, 随着劳动力个体的老化, 老年劳动力不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目前

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资本技术构成水平不高, 多数行业仍属于劳动密集型的行业, 在这种情况下推

迟退休年龄,势必更加加重老年劳动力的比重, 必定会影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从而影响经济整体发

展速度。在任何时代和任何国家, 保证经济效率都是第一位的任务。

从劳动力成本看,我国的工资水平基本上与年龄保持着正相关关系, 同时职工住房补贴、医疗保

险也与年龄呈正相关关系。而且年长劳动力学习新技术、新知识的能力相对有限, 剩余工作年限相对

较短, 对新知识、新技术投资形成的成本未必能够完全回收。这样倘若延长退休年龄,劳动力的平均

成本将日益提高,经济竞争力将会下降,不利于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

另一方面就老年人才资源而言,是应该充分利用的, 但是不同领域还是有所不同的。/在自然科

学、技术科学和技能方面的能力上,最佳年龄较低,年龄的全距较少; 很多涉及社会科学和经验性技能

的领域,人才的最佳年龄相对较高, 做出成就的年龄全距都很大,说明这些领域中年长者仍然是有价

值的。016日本心理学家长古川和夫等人通过心理学方面关于人的创造能力的研究指出: / 就人的情况,

根据能力发挥的方向不同,年龄倾向也有所不同, 在数学、物理、化学等数理系统方面,一般是要记忆

力和不伴有体验的纯粹判断力的。所以在青年时期, 容易完成创举性的事业; 与此相反, 搞人文科学

的学者, 30岁以前做出有创造性工作的人很少,大多数做出优异成绩的是在 40~ 60岁。017所以就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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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讲不同的领域会有所不同,即使是在人文社科领域也有一个随着高龄期到来贡献率下降的问题;

退休之前在本领域是杰出人才,年老后不一定仍是优秀的人才。而且我国针对杰出人才者已经有延

长退休年龄的制度,国务院国发[ 1983] 141号文件和中组部、劳动人事部[ 1987] 2号文件的规定, 对于

少数高级专家, 确因工作需要,身体又能够坚持正常工作,本人同意, 经组织批准可以适当延长离休或

退休年龄, 18普遍推迟退休年龄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3  推迟退休年龄与养老保险制度

当前一些发达国家通过提高退休年龄来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危机, 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发达国家的

老龄化水平已经达到很严重的程度,例如目前欧洲 60岁以上的老年人约占总人口的20%。19再加上人

口出生率处于低水平,造成劳动力资源的短缺。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大都实行高福利, 退休金普遍很

高,许多人一到最低退休年龄就退休。比如欧洲经合组织统计资料显示, 欧洲 55岁~ 65岁的男性中

只有 39%的人还在工作。德国的正式退休年龄是 65 岁, 但目前实际退休者的平均年龄只有 59岁。20

对于习惯了高福利的发达国家的人们, 削减退休金是难以接受的。例如,意大利内阁决意推进退休金

制度改革,老人走上街头,抗议政府的改革计划,同时也遭到工会组织的强烈反对, 爆发全国总罢工的

事件。21所以, 很多发达国家只有通过提高退休年龄的途径来缓解退休金的压力。美国在 1980年代决

定逐步将退休年龄从 65岁推迟到 67岁。日本从 2001年开始逐步将原来 60 岁开始领取养老金改变

为从 65岁开始。

从政府养老金制度财务收支的角度来看,推迟退休年龄具有双重效果, 一是缩短养老金的领取时

间,从而减少养老金的支出,根据一项经验研究,提高退休年龄 5岁,可以减少50%的退休金支出; 22二

是可以增加养老金费用的收入,增加资金来源。在政府承诺的现收现付制度下,推迟退休年龄对于养

老金的资金运行来说无疑是明智之举。

但是,这里有一点需要指出,发达国家是在劳动力短缺或劳动力资源萎缩的条件下实行推迟退休

年龄措施的。在劳动力不足的情况下,养老金缴费人口在缩减,而缴费率(或税率)已经很高, 继续提

高缴费率也不可行, 因此只有推迟退休年龄才能增加缴费和减少支出。

而我国具有自己特殊性, 目前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劳动力资源充足, 养老保险制度建立时间不长,

制度覆盖率较低(现在只有45% )。在权衡经济发展、劳动力就业和养老金来源诸因素时, 增加年轻劳

动力人口的就业应该是我们的首选。在我国, 保证新增人口的就业可以产生多方面的积极效应。除

了经济、政治的需要,增加年轻人口就业也可以增加养老金的资金来源, 而且这部分人口的缴费时间

更长, 领取的时间可以大大地后推,并扩大养老金制度的覆盖面。我国在经济结构调整中, 出现大量

提前退休的情况,也可以说明延长退休年龄是很难实行的。因此,我国目前不能简单地套用发达国家

的经验,不能认为发达国家目前采取了延长退休年龄的政策,我国也必须采取退休年龄的措施来适应

老龄化社会的需要。如果从社会公平的角度看,进行退休年龄结构性调整, 比如逐步提高女性退休年

龄,在一定时期内实现男女退休年龄的一致, 是可以为社会所接受的。

4  简要的结论

近几十年来,我国人口预期寿命的提高并不表明老年人口的余寿也有大幅度的提高, 相反老年人

口的预期寿命提高的幅度很小,加之我国人口的健康预期寿命也比较低,提高退休年龄的这方面根据

不足。

当前我国还没有出现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劳动力资源丰富并且当前面临着沉重的就业和失业压

力,没有必要通过提高退休年龄解决劳动力资源不足的问题。

在城市退休金压力、老年人力资源的利用与增加青壮年人口就业和提高经济效率的关系处理上,

增加就业和提高经济效率是第一位的, 而且有利于增加退休金来源。

我国的人口老龄化有着不同于发达国家的特点,我国是在生育率迅速下降和生产力不发达的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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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下迎来老龄化的, 加之我国人口众多、经济水平低的特殊国情,不能囿于发达国家既有的经验, 去简

单照搬他们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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