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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报提纲

公众退休意愿与延迟退休效应

大陆退休政策的变迁与发展

大陆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

老龄应对：从退休准备到养老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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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6年，大陆地区60周岁的人口数量约为2.3亿人，占

比16.37%。其中，65周岁以上的人口数量约为1.5亿人，占比

10.8%。大陆地区老龄化分三个阶段：

（1）快速老龄化：2001-2020年。到2020年，老年人口将达

到2.48亿，老龄化水平将达到17.17%。其中，80岁及以上老年

人口将达到3067万人，占老年人口的12.37%。

（2）加速老龄化：2021-2050年。到2050年，老年人口总量

将超过4亿，老龄化水平推进到30%以上。其中，80岁及以上老

年人口将达到9448万，占老年人口的21.78%。

（3）重度老龄化：2051-2100年。这个阶段稳定进入一个高

度老龄化的平台期。

一、大陆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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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老龄人口规模预测（单位：百万人）

一、大陆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

60周岁以上人口：2000年约1.3亿人，2050年约4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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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人口老龄化比重

一、大陆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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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城镇与农村老年人口比较

一、大陆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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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地区的人口红利即将消失是不争的事

实。从人口结构的变化来看，截至2016年，中

国的0～15岁人口占总人口数量已经下降到

17.7%，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上升到16.7%，16-

59岁的劳动力人口占比为65.6%。与此同时，中

国20岁至29岁年轻劳动力的规模已缩减近15%。

一、大陆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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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地区总抚养比、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

一、大陆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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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口结构的角度来看，中国大陆的高

龄老人数量从2010年至2050年持续增长。

由于高龄高龄老人群体中失能率在50%以上

，大陆地区失能老人规模或从现阶段的625

万人上升到2050年的1875万人。

一、大陆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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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失能老年人口统计分析

一、大陆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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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

险条例》

体系建立阶段

1951年

规定男职工退休

年龄为60岁、工龄25年，

女职工退休年龄为50岁、

工龄20年。标志中国城

镇企业职工社会保障制

度的建立，制度覆盖范

围逐步扩大至全体城镇

居民。

1955年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退休

处理暂行办法》

与配套文件《国家

机关工作人员退职处理

暂行办法》及《关于处

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退

职、退休时计算工作年

限的暂行办法》明确处

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退

休、退职、病假期间待

遇和计算工作年限等问

题，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退休养老制度基本建立。

1957年

《国务院关于工人、职员退

休处理的暂行规定》

使企业和事业单位、

国家机关、人民团体的

工人、职员的退休条件

和退休待遇实现了统一，

避免了不同劳动群众在

社会保障方面的待遇差

别和矛盾，有助于不同

职业岗位间人员的流动，

是新中国社会保障制度

发展历史上的一次重大

进步。

1958年

《关于工人、职员退职

处理的暂行规定》

养老保险从劳

动保险条例中脱离

出来，成为独立、

统一的企业、机关

的养老保险制度，

同时也放宽了退休

条件，提高了退休

待遇水平。

二、大陆退休政策的变迁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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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

行办法》

1978年

解决因大量“应退未退”

人员及“不该退休而退休”人

员的出现，导致部分老年职工

身体健康无法保障，职工新老

更替受阻，同时大批“知青”

返城叠加形成较大的就业压力

等问题，标志着中国退休养老

制度进入了恢复重建和改革发

展的时期。

1981年

《关于严格执行工人退休、

退职暂行办法的通知》

退休工龄条件减少

了5年，取消了一般工龄

的提法。旨在保护退休

者的合法权益，在当时

保障了大部分退休者的

权益，在稳定社会秩序

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982年

1982年《宪法》

规定国家依照法律

规定实行企业、事业组

织的职工和国家机关工

作人员的退休制度，退

休者的生活受到国家和

社会的保障。之后，

1988年、1993年、1999

年和2004年颁布的《宪

法》均沿用了1982年的

规定，国家根本大法成

为制定具体退休政策的

法律依据。

规范整顿阶段

二、大陆退休政策的变迁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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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关于高级专家离休退休若

干问题的暂行规定》

1983年

为了充分发挥专家和学者

在科研、教育等方面的优势，

规定在身体条件允许，且本人

自愿的基础上，高级专家退休

年龄可以适当延长。

1986年

《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

制暂行规定》

表明国家对单位保

障之下的传统退休养老

制度的摒弃和对建立在

责任分担基础上的社会

化养老保险制度的追求，

标志着中国的退休养老

制度进入了去单位化时

代。

1990年

《关于高级专家及县（处）

级女干部退（离）休年龄问

题的通知》

以能够坚持正常工

作、本人自愿为原则，

对高级职称女专家和处

级以上女干部实行与男

性同龄退休的规定。

政策调整阶段

二、大陆退休政策的变迁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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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

制度改革的决定》

改革配套阶段

1991年

大陆地区养老保

险制度实行社会统筹模

式的标志。

1995年

《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养老

保险制度改革的通知》

进一步确立了企业

职工养老保险实行社会

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

的原则，建立了职工基

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

促进了养老保险新机制

的形成，保障了离退休

者的基本生活，标志着

中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

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1997年

《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

《决定》实施后参加

工作的职工，个人缴费年限

累计满15年的，退休后按月

发给基本养老金。其中基础

养老金月标准为各地区上年

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20%，个

人账户养老金月标准为本人

账户储存额除以120。个人缴

费年限累计不满15年的，退

休后不享受基础养老金待遇，

其个人账户储存额一次性支

付给本人。

1999年

《关于制止和纠正违反国

家规定办理企业职工提前

退休有关问题的通知》

规定要严格执

行国家关于退休年

龄的规定，坚决制

止违反规定提前退

休的行为。

二、大陆退休政策的变迁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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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迟退休年龄的提出

二、大陆退休政策的变迁与发展

2008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障研究所有关人士

表示，我国会在未来的某一个阶段提高法定退休年龄，预计的

延迟退休方式采取“小步渐进”的方法，每几年提高一岁，将

男女职工的退休年龄最终提高到65岁。

2014年1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发言人表示，面对

数量巨大且寿命不断延长的老年人口所引发的养老金、就业等

问题，延迟退休年龄成为一项重要举措。

2015年10月，《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

年规划的建议》中明确提出要出台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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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公众退休意愿的实证调查与影响因素

 已有的研究发现，性别（Talaga & Beehr,1995） 、教育水平（李琴、

彭浩然，2015）、健康状况（Mcgarry,2002）、婚姻状况（陈鹏军、张

寒，2015）、工作环境和职业特征（Beehr，1986） 、工作满意度（

Hanisch & Hulin，1991） 、职业目标实现程度（Adams，1999） 、家

庭（李琴、彭浩然，2015）、社会经济地位（钱锡红，申曙光，2012）

等因素对劳动者退休意愿都有影响。 不过，对于某些因素的影响力和

方向，一些研究结论却相互矛盾。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研究设计了《我国劳动者工作现状及退休意愿

调查问卷》，专门就劳动者的退休意愿予以调查研究。

三、公众退休意愿与延迟退休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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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框架

三、公众退休意愿与延迟退休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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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描述

本研究使用的调查数据是源于席恒教授研究团队于2015年7—9

月开展的《中国劳动者工作现状及退休意愿》调查。调查对象

主要是在岗职工、各单位人事部门管理者或高层管理者。其中

，对于劳动者以问卷调查为主，政策管理者以访谈为主。

基于中国产业类型、地区经济与劳动者的地域分布，选择的调

查点包括：北京、江苏南京、广东广州、河南郑州、湖北武汉

、陕西西安、甘肃兰州、四川成都、青海西宁和新疆乌鲁木齐

。课题组最终获得有效问卷3224份，根据研究需要，对样本作

了进一步限定，最后研究的分析样本为2710份。

三、公众退休意愿与延迟退休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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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性统计

三、公众退休意愿与延迟退休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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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描述性统计

（1）提前退休、按时退休和延迟退休的比例分别为33.6%、60.5%和5.9%。只

有少部分人愿意延迟退休。

（2）从横向看，某些影响因素与劳动者退休意愿呈现相关性。具体的说，教

育水平、婚姻状况与退休意愿呈负相关关系，健康水平、工作福利、工作

环境与退休意愿呈正相关关系。

（3）从纵向上看，不同退休意愿的人群各自特征十分明显。愿意提前退休人

群的特征有：教育水平相对较高、健康水平相对较差、机关事业单位职工

、对工作收入相对不满意、对工作福利相对不满意、工作压力相对较大、

需要抚赡人数相对较多。愿意按时退休人群的特征有：年龄倾向在31-45

岁、预期退休后生活水平相对较好、预期退休后倾向居家养老。愿意延迟

退休人群的特征有：男性、教育水平相对较低、健康水平相对较好、未婚

、对工作福利相对满意、对工作环境相对满意、家庭中有独立收入来源的

人数相对较多。

三、公众退休意愿与延迟退休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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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X1、X2…Xk 为自变量，α1 、α2为常数项，βab 为第a个
回归方程的第b个自变量的回归系数，K取值范围为1-15。上式的第一
个函数表示选择提前退休和选择按时退休相比的logit回归模型，第二
个函数表示选择延迟退休和选择按时退休相比的logit回归模型。

模型设定

三、公众退休意愿与延迟退休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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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分析

三、公众退休意愿与延迟退休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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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三、公众退休意愿与延迟退休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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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三、公众退休意愿与延迟退休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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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分析

（1）整体来看，性别、年龄、学历、健康情况、工作收入、工作福利、

工作压力、抚赡人数、收入人数、预期的生活水平和预期的养老方式都

能够显著影响劳动者的退休意愿。

（2）个体特征和工作特征因素是影响劳动者退休意愿的两大特征因素。

（3）男性、青中年、具有高中或中专学历、对工作福利不满意、工作压

力一般、抚赡人数为0、收入人数为2、预期退休后去社区养老的劳动者

，更加倾向按时退休。

（4）健康状况一般或较差、对工作收入不满意、预期生活水平越来越好

的劳动者， 更倾向提前退休。

（5）受教育水平在初中以下的劳动者，更倾向延迟退休。

（6）较大的工作压力，对劳动者的退休意愿有双重影响：既激励一部分

劳动者提前退休，又激励一部分劳动者延迟退休。

三、公众退休意愿与延迟退休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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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迟退休效应

1.就业的吸纳效应

2.养老保险基金的积累效应

3.收入分配的诱导和收敛效应

4.经济增长的乘数效应

5.社会心理的塔西佗和社会传染效应

三、公众退休意愿与延迟退休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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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就业的吸纳效应

延迟退休政策对我国劳动力市场和就业具有一定的吸纳效

应。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在2011年达到峰值

94072万人，随后持续减少，到2016年减少到90747万人，平均

每年减少665万人。据课题组的推算，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到

2025年会减少到约84864万人，到2055年会进一步减少到66610

万人。延迟退休政策能够将具有一定劳动技能的老年劳动力吸

纳到劳动力市场。退休年龄每延迟一岁，至少能够增加695.5

万劳动年龄人口；而在维持一定增速GDP（2.5-4%以上）以及

第三产业比重(50%以上) 的前提下，延迟退休政策对青年就业

会产生吸纳效应。

三、公众退休意愿与延迟退休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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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养老保险基金的积累效应

延迟退休政策对养老保险基金会产生累积效应。根据

课题组的预测：在现行政策下,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在

2025年达到峰值（约14082亿元）；之后基金累计结余开始

下降，并于2037年出现缺口（约3879亿元）；到2055年，

养老基金缺口高达约28651亿元。据课题组的测算：在不同

的延迟退休政策方案下，退休年龄每延迟一岁，平均能增

加养老金约570-1091亿元。

三、公众退休意愿与延迟退休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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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收入分配的诱导和收敛效应

延迟退休政策对收入分配产生诱导效应和收敛效应。延迟

退休年龄会延长劳动者的在职工作时间，由于在职收入高于退

休收入，如果延迟退休政策稳步、合理，会形成诱导效应，诱

导不同人群自愿选择延迟退休而增加收入。由于不同人群的劳

动贡献存在差异，通过差异化的退休政策能够实现不同群体在

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上的收入再分配，从而实现收入分配的收

敛效应。

三、公众退休意愿与延迟退休效应



11/1/2017

4.经济增长的乘数效应

延迟退休政策对经济增长具有乘数效应。依据现代经济增

长理论，延迟退休年龄能够通过劳动力要素和资本投入要素促

进经济增长。一方面，延迟退休年龄能够增加劳动年龄人口数

量，这不仅增加了劳动力供给，并且能够降低老年人口抚养比

，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和积累。另一方面，延迟退休政策可增加

养老金积累，而养老金的投资和储蓄率的增加作为资本投入要

素会促进经济增长。

三、公众退休意愿与延迟退休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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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社会心理的塔西佗和社会传染效应

延迟退休政策在目前社会氛围下会具有一定的塔西佗效应

和社会传染效应。我国政府在经济社会生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

角色，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由于政府公信力的下降导致了

民众对一些公共政策的社会认同度降低，从而陷入塔西佗陷阱

，延迟退休政策也是如此。当一些人对延迟退休政策产生质疑

时，这种观点会在大多数人群中蔓延而形成社会传染效应，即

使持支持延迟退休政策的意见也会被淹没其中。

三、公众退休意愿与延迟退休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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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准备

经济准备

技术准备

心理准备

四、老龄应对：从退休准备到养老准备

作为回应公众退休意愿的退休政策，在历史变

迁和社会争议中实现决策过程的科学化与政府理性

决策。

在退休政策的约束条件下，个体需要生命全程

规划，政府需要决策制度规划，社会需要公众理性

规划，从制度、经济、社会、心理、文化五个维度

进行退休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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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准备：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结合

正式制度

安排

养老保

险制度

养老服

务制度

非正式制度

安排

家庭保

障制度

慈善救

助制度

四、老龄应对：从退休准备到养老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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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度准备：完善现行养老制度架构

四、老龄应对：从退休准备到养老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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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准备：分层分类，提高养老服务的目标瞄准率

分层养老的实施框架

四、老龄应对：从退休准备到养老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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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准备

四、老龄应对：从退休准备到养老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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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准备：财政对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补贴与支持

根据《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的意见》（国发［2014］8号），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由

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构成。缴费标准分为100元

到2000元12个档次，各地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增设缴

费档次。政府补贴主要分为中央财政对于基础养老金的补贴

以及地方财政对于缴费的补贴，有的地方财政也对基础养老

金进行补贴。

四、老龄应对：从退休准备到养老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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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准备：财政对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补贴与支持

中央财政补“出口”环节

 中央财政按每年每人55元的基础养老金标准对中西部地区全额补助，对东

部地区补助50%。据国家财政部统计，在此前每人每月55元的发放标准下，

财政对新农保、城居保待遇的补贴额度一年已超过1200亿元。

 经国务院批准，从2014年7月1日起，城乡居保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提高至

每人每月70元。这是大陆地区首次统一提高全国城乡居保基础养老金最低

标准，这将直接惠及数亿城乡家庭，受益面大，受益方式直接，有利于更

好地保障和改善低收入或无收入的城乡老年居民基本生活。

四、老龄应对：从退休准备到养老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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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准备：财政对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补贴与支持

地方财政以补“进口”为主，补“出口”为辅

 地方财政补贴主要体现在对于参保人缴费进行补贴。地方政府根据不同的

缴费档次，进行相应的补贴，对选择最低档次标准缴费的，补贴标准不低

于每人每年30元；对选择较高档次标准缴费的，适当增加补贴金额；对选

择500元及以上档次标准缴费的，补贴标准不低于每人每年60元。

 地方财政补贴还体现对于基础养老金的加发和提高上。地方政府可以根据

实际情况来提高基础养老金，对长期缴费的，可适当加发基础养老金，提

高和加发部分的资金由地方人民政府支出。

四、老龄应对：从退休准备到养老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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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地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情况

四、老龄应对：从退休准备到养老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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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老龄应对：从退休准备到养老准备

全国社会
保障基金

第一支柱

基本养老保险

第二支柱

补充养老保险

中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体系

第第三支柱
个人储蓄养老保险

城镇职工
基本养老
保险

城乡居民
基本养老
保险

企业年金 职业年金

个人及统筹帐户

政府指定专业机构管
理

个人帐户

选择有资质机构管理

个人帐户
个人管理或自行
指定机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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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积累规模 （单位：亿元）

四、老龄应对：从退休准备到养老准备

 经济准备：全国社保基金。截至2016年底，全国社保

基金积累规模达到2.04万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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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年金基金积累额（单位：亿元）

四、老龄应对：从退休准备到养老准备

 经济准备：企业年金。截至2016年底，全国企业年金

基金积累规模达到11075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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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全国企业年金基金投资收益率情况

四、老龄应对：从退休准备到养老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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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企业年金养老金产品情况

四、老龄应对：从退休准备到养老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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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准备：养老知识与养老教育

四、老龄应对：从退休准备到养老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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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准备：养老产业与养老服务

四、老龄应对：从退休准备到养老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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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准备：养老设施

养老机构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商业养老模式的逐渐兴起

四、老龄应对：从退休准备到养老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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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准备：技术应用

物流配送技术

远程诊疗技术

物联网技术

四、老龄应对：从退休准备到养老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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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服务物联网技术

四、老龄应对：从退休准备转向养老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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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准备：积极老龄化与健康老龄化

孤寂、忧郁

（缺少沟通，与社会脱节）

抱怨、暴躁

（身体机能退化，无用感强烈）

遗憾、臆想

（沉浸过去，丧
失平衡感）

偏执、极端

（片面固执的“
代沟心理”）

四、老龄应对：从退休准备到养老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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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准备：孝老

养老习俗

敬老爱老传统

孝道文化

四、老龄应对：从退休准备到养老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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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休准备是为了化解退休后的生活风险而进行的提

前预防和准备，是以个人退出劳动领域为时点的。

 从整个生命周期来看，则需要对个人生活，特别是

生活资源骤减的老年生活进行养老准备。

 全生命周期养老准备需要从养老生活的社会平衡与

可持续性视角出发，由多方参与、包含多层内容的

复合制度框架构成，包括制度准备、经济准备、社

会准备、心理准备、文化准备。

 养老准备是退休准备发展的必然路径与目标性制度

安排。

老龄应对：从退休准备到全生命周期养老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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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准备作为一种目标性制度安排，

其有效性和实践性需要政府、市场和社会

的三方合力。政府提供养老政策应对，市

场提供养老市场应对，社会提供养老服务

应对。只有三者相互衔接和协同，才能实

现有效的老龄应对。

老龄应对：从退休准备到全生命周期养老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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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养老政策应对

 养老市场应对

 养老服务应对

两岸四地老龄应对的未来考量



谢谢大家！

欢迎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