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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日益严重的老龄化问题加剧了对退休年龄与养老金等财政支出的双重冲击，宏观经济长期低迷、失业

率居高不下使得西方发达国家受到了越来越大的考验，经济化、全球化所带来的社会新危机也使得西

方国家越来越需要改变养老结构，所以推迟退休年龄、延缓退休已成为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通过对日本和美国推迟退休制度实践情况的探析，可以发现日美等发达国家将推迟退休改革重点在上

调退休年龄、引入弹性退休金制度、逐步改变养老体制、积极推动中高龄就业等方面。因此，本文在

积极实施健康老龄化战略背景下，基于日美延迟退休制度的实践经验，探讨我国推进渐进延迟退休政

策的可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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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creasingly serious aging problem intensifies the double impact on the financial expendi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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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ch as retirement age and pension. The long-term macroeconomic downturn and high unem-
ployment rate have put Western developed countries under increasing test. The new social crisis 
brought about by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lso makes it increasingly necessary for Western coun-
tries to change the pension structure. Therefore, postponing retirement age and delaying retire-
ment has become an inevitable trend of glob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practice of the delayed retirement system in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it can be 
found that developed countries such as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will focus on raising the re-
tirement age, introducing the flexible pension system, gradually changing the pension system, and 
actively promoting the employment of middle-aged and elderly people. Therefore, under the back-
ground of actively implementing the strategy of healthy aging and based on the practical expe-
rience of the delayed retirement system in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feasible path to promote the gradual delayed retirement policy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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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健康老龄化即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健康医疗水平的提高，老年群体更加健康与长寿，并且相

对而言拥有更加丰富的工作经验，如果能辅之以更加弹性的退休制度，他们将能继续为家庭或社会提供

服务。在中国，六十岁及六十五岁以上人口占比和总量在世界明显居于较高水平，随着教育年限逐渐延

长，中国劳动力人口的平均从业年龄逐步增加，劳动力的工作期限逐步缩短，社会总劳动力资源在下降；

同时，随着人口预期寿命的增长、老龄化程度的增加、劳动力市场供不应求、老年人口抚养比提高、社

会赡养保护资金支出压力加大等方面的影响变化，包括美日等不少发达国家为了缓解老龄化带来的问题，

都在逐步提高法定退休年龄，采取调整法律法规、建立弹性退休制度和推迟抚恤金领取时间等举措来推

动延迟退休制度的落实，并获得了良好的成效。而我国基于健康老龄化战略的实施，平均寿命将持续增

长，而根据中国目前的退休体制，逐步推迟退休政策不但能够让劳动力资源得以合理利用、提高劳动力

收入，还能够提高我国养老保险费收入，同时推迟养老金增发，从而增加劳动者在退休后的养老金发放

总量，所以我国实施延迟退休政策是必然选择，也有着较大程度的可能性。 

2. 渐进延迟退休概念界定 

渐进推迟退休政策是采用相对缓慢且稳妥的方法，渐进地延长退休年龄，届时每年只会延续数个月

的时间，以尽量降低退休金政策调整后对社会及其相关人士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人社部副部长胡晓义指

出，所谓“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一是要有一个预告周期，提早几年告诉社会。二是要分阶段，可能

要先考虑到从现在法定退休年龄最低的人群先进行起步。三是推迟退休的年龄一定是要“迈小步”，以

“一年提高几个月”这样的方式，一步一步来，在比较长的一段时间里逐渐进行平稳过渡。四是坚持多

措并举政策，在推迟退休的同时，国家也要通过严格控制老年人的过早退休，通过逐步健全养老保险激

励机制，继续优化社会产业结构，通过研发更多既适合中老年病人生存、又不与青年人争夺工作机会的

新型职业，通过加大对中老年患者知识培训等，最大限度降低延迟退休的社会影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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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延迟退休政策的国际实践 

3.1. 日本的延迟退休制度实践 

3.1.1. 修改相关法律法规 
为了满足国民经济迅速发展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日本政府在 20 世纪 70 年代起逐步提高了劳动力

退休年龄，首先是在 1971 年颁布的《中老龄雇用促进特别措施法》，主要针对中高龄劳动者，旨在推进

45 岁以上劳动者积极就业，且对于年龄在 55~60 岁不退休继续从事工作的劳动者给予工资补贴；其次在

1986 年《老年人就业稳定法》中将老年人退休年龄从 55 岁延长到 60 岁；之后在 2004 年和 2013 年修改

《老年人就业稳定法》中规定了日本所有企业都有义务继续聘用有工作意愿的老人直至 65 岁，并建立起

了相应的劳动监管制度[2]；而最新对于老年人雇用制度的变革由日本政府在 2020 年参议院大会上通过的

《高龄者雇用稳定法》最新修订后，该法规的实施标志着日本社会开始向 70 岁的退休时代转变。日本政

府期待着面向扩大老年人活跃场所的活动在全社会扩散开来，并且日本为了鼓励劳动者达到正常退休年

龄后再次延迟领取养老金，日本实行弹性年龄退休机制，将退休时间与退休待遇挂钩，劳动者早领取养

老金收益受损、晚领取养老金收益增加的激励机制。 

3.1.2. 改革养老金领取年龄 
经过多次法律调整，1994 年日本政府成功修订《高龄者雇用稳定法》，其年金制度改革将老龄厚生

年金中定额领取部分的领取年龄以渐进式方法提高至 65 岁，并在 2000 年修改国家《厚生年金法案》逐

步增加基础国民年金缴费及提高厚生年金的领取条件。此后历经了数次变革，在日本年金系统的基础层

面上，由基本国民年金所组成，国家年金法案规定在每个日本国民达到了一定的法定年龄时就应该参加，

确保了每位国人在退休后都能够领取退休金，以保证其基本生存；第二个层次则是以雇主为主体的年金

体系，主要涵盖了与收入相关的厚生养老金与共济养老金[3]；第三个层次属于私人养老金，以企业雇员

为服务对象，旨在提高老年人基本生存水准的企业年金机制，以及多样化多选择的个人储蓄型年金与商

业保险，企业和个人都可以选择投资或参与。完善养老金制度，根据不同的实际退休年龄适当调整对应

的退休金支付年龄和支付水平，缓解提前退休员工的生活压力，大幅提高其工作积极性。 

3.1.3. 积极促进中高龄就业 
日本政府制定了完善的保障和鼓励中高龄就业的措施，配套实行宽松的高龄者再就业政策。首先，日本

政府通过立法保障高龄就业环境，并先后制定了《高龄社会对策基本法》、《高龄社会对策大纲》、《老年

人再就业法》、《高龄雇佣安全法》等法律明确禁止高龄就业歧视[4]，并规定了企业不得以年龄作为招聘

的考核标准，为高龄就业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条件和多样化的就业机会；其次，日本政府还设置了专门促进高

龄就业发展的劳动力市场，并设有银色人力资源中心，拓展了高龄人口的就业渠道和提供职业服务，培养其

就业能力、再提高就业能力及增强就业竞争力；最后，日本政府还为高龄就业人口提供了各类可供选择的就

业补助、津贴和奖励等制度，如规定了 70 周岁以上继续就职的高龄人口，可以不用再继续缴纳养老保险费，

并可以边劳动边领抚恤金；财政建立的专项预算基金来奖励企业，继续招收即将退休的工人等。可见日本对

于高龄劳动者的就业政策非常丰富，其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对中高龄老年人就业有巨大的吸引力。 

3.2. 美国的延迟退休制度实践 

3.2.1. 延迟退休年龄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逐渐显现出来的社会福利危机使美国开始着手社会福利改革工作，在 1956 年对社

会保险法作出了修改，将妇女劳动者的最早退休年龄调整至 62 岁；在 1961 年又对社会保险法作了进一步

调整，规定正常退休的法定年龄依旧为 65 岁；在 2003 年美国政府又开始全面推行延迟退休计划，将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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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从 65 岁延迟，每年推迟 2 个月退休，在 2027 年再将退休年龄逐步增加至 67 岁，以达到男女劳动者统

一的退休年龄标准，这其实也就标志着美国开始了渐进式的延迟退休制度实践。社会职工的正常退休年龄

也和个人生育年龄直接相关，即根据美国人口生育年龄规定，按照不同的出生日期，按照生育年龄把原先

的退休年龄由 65 岁逐渐增加至 67 岁。具体来说，即 1937 年之前出生的工人退休年龄为 65 岁，而 1938
年到 1954 年出生的工人退休年龄则为 66 岁，而 1995 年和之后出生的工人则必须工作至 67 岁退休[5]；而

这样小幅度渐进式的退休年龄调节方法也赋予了员工们足够的反应时间，使得政策顺利地推行；在 2010
年 7 月，美国国会更是声明，希望通过延长工人退休年龄至 70 岁以应对越来越大的社会福利支出。 

3.2.2. 弹性退休机制 
美国是在退休制度改革中较早引入弹性退休年龄的国家，早在 1986 年美国就对就业法案进行修订，

废除法定退休年龄，这意味着雇主不能因年龄因素强制劳动者退休。弹性退休制度的核心是通过弹性机

制给个人一定的选择权，在 62~70 岁范围内任意年龄退休，采用正负激励的方式，简单概括来说就是在

62~67 岁之间退休职工领取的养老金低于正常退休时可领取的养老金数额，在 67~70 岁之间退休的职工

领取的养老金高于正常退休时可领取的养老金，具体增减幅度与职工个人提前或延迟退休的时间有关，

但明确一点就是养老金额度增加以 70 岁为限，也就是职工在 70 岁以后继续工作不会再享受更高的养老

金补助。国家的弹性退休制度通过经济杠杆原则来惩罚过早退休者，并鼓励延迟退休的想法，以此提高

国家延迟退休政策执行的有效性，既考虑国家的财政负担问题，也从一定程度上提高养老的可持续性，

同时也保障公众合法的基本养老权益。 

3.2.3. 完善就业政策 
美国是自由主义国家的典型代表，美国实行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为保障中高龄群体的就业环境，

在法律和政策层面相互出台《年龄歧视禁止法》、《人力资源法》、《高龄社区服务雇佣》、《绿色之

手》等系列文件，积极鼓励和刺激老年人口参与就业，其中就包括返聘政策，表现为退休人员在退休后

可以根据个人意愿重回工作岗位的一种权利，对于那些一边工作一边领取养老金的职工，政府往往会按

照一定的比例减少其养老金福利水平以防止贫富差距的扩大以及就业市场的不公平。对一些已经达到完

全退休年龄而重新返回工作岗位的劳动者，当地政府将根据正常情况发放其抚恤金，但也根据其回聘工

资水平缴纳相应的工薪税。此外，美国还积极鼓励女性中高龄群体就业，美国中高龄群体就业以企业为

主，自我雇佣者和兼职比例较低，国家劳动力政策的大力支持增加了中高龄群体的就业积极性，促进了

美国延迟退休政策的顺利实施。 

4. 基于国际实践探析我国渐进延迟退休政策发展的可行路径 

发达国家在研究提高退休年龄的时兼顾各方利益，包括个人、企业、政府和社会，大众的态度对政

策的推行来说尤其重要。我国在退休年龄改革过程中也应当统筹兼顾，首先，对于不同年龄、不同行业、

不同丁种的个人而言，其对延迟退休的看法不一。对企业来说，多数企业认为延长退年限会提高公司生

产成本，所以多持反对态度；对社会来说，延迟退休造成的年轻人就业问题是否会危害社会稳定，也是

需要思考的问题；对政府来说，政府部门不但要思考养老的可持续性发展问题，还要维护公众的基本养

老权益，因而，退休年龄调整是一项多方博弈问题，改革成果的关键在于政府部门、社会、企业与劳动

者之间如何互动、均衡各自利益。 

4.1. 实施弹性的延迟退休政策 

弹性退休制度是目前世界上不少发达国家所采用的一种退休模式，能够适应各类社会群体对退休年

龄的要求。近年来，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加剧和人均寿命的增加，社会公众对延迟退休仍存有顾虑。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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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延迟规定退休年龄时仍需兼顾这部分公众的实际需要，按照循序渐进的原则，实行国家统筹规范和

个人自主决定相结合的退休机制，这在很大意义上能够提高社会公众对延迟退休年龄的认可度，从而降

低了延迟退休年龄的社会压力。此外，根据中国目前面临的年轻人就业困难、劳动者身体素质较低、延

迟退休意愿不足等实际国情，劳动者的法定退休年龄也不能过高；其次，建立以法定退休年龄为基础的

弹性退休政策，劳动者按照自身情况可以选择提前退休或推迟退休；再次，弹性退休制度中也应合理划

分为不同的工作职位和群体，例如对长期从事有毒有害、高空高温、重体力劳动等职业达到一定年限的

职工，退休年龄可在基本退休年龄基础上提前 3 至 5 年，但不得降低其抚恤金的领取标准；最后，延迟

退休制度应循序渐进，实施步伐不能过快，以减少对延迟退休所造成的社会影响。 

4.2. 制定一系列相关配套措施 

通过对国外退休制度的研究发现这些国家都有的共性，即在改革退休和养老金制度的同时，十分关

注老年人退休后的福利，具体表现为齐全的配套基础公共设施以及完备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我国劳

动者目前的预期年龄虽然还在不断增加，但是很多劳动者仍然处于亚健康状态，所以政府要想延迟退休

年龄，就必须考虑这些劳动者的身体是否还能够承受持续疲劳[6]，必须重视劳动者的身体健康状况，并

采取措施引导民众改善身体素质，是政府确保延迟退休政策实施的重要基础；此外，随着社会抚养比的

不断增加，目前我国许多女性劳工在工作的同时，也需要承担起照顾儿童和老年人的义务，导致不少女

性劳动者不得不选择提前退休，要想推迟女性劳工的退休年龄，政府政策在制定过程中，就必须注重考

量女性劳动者提前退休的社会动机，也可以通过家庭托管、社区养老等的政策设定，缓解女性劳动者的

生活压力，从而延长女性劳动者可持续上班的年限[2]；另外，政府部门在进行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同时，

也要进行老年人口的社会保险救济制度建设等，让全体老年人真正做到“老有所养、老有所医”。 

4.3. 强化经济激励政策的导向作用 

根据上文对日本和美国退休制度的相关解析，可以得知西方国家的退休并非是国家强制规定，一般

有退休即领取养老金、退休不领取养老金、不退休也不领取养老金及不退休但领取养老金等情况，对于

员工来说，不管是延迟退休年龄还是推迟养老金领取年龄，都会表现为一定程度的养老金增加，反之养

老金会减少，对于延迟退休政策实施有着正面积极的推动作用。与此同时，这些国家也关注到提高正常

退休年龄的同时必须采取一定的激励措施来避免民众产生抵制情绪，提高职工延迟退休的积极性，因而

他们对于那些达到正常退休年龄仍未离开工作岗位的职工采取按延迟时长等比例增加养老金发放数量的

物质奖励政策；对于那些达到养老金领取年龄但未达到正常退休年龄就退出工作的职工来说，他们收到

的养老金总额也会根据提前退休的时长而等比例减少。具体奖励及惩罚一般由各国根据其老龄化及职工

工作情况来决定，我国在制定延迟退休相关政策的同时也应关注到这一点，提高退休年龄的同时采取一

定的物质激励。 

4.4. 在促进教育的基础上加强立法 

根据上文对日美国家退休制度及养老制度改革的阐述可以看到，日本政府在进行制度改革的同时不

仅仅关注国家层面的法制策划，还注重公民层面的文化教育，这里的文化教育既指老年人基础文化知识

教育，也指延迟退休背景相关教育，这使得日本民众在意识领域上充分理解国家实施延迟退休政策的用

意，并用实际行动表示自身对于国家发展的支持力度。同时政府也积极对招募高龄劳动者的企业进行一

定财政补贴，由此降低企业用工成本，比如日本制定的高龄者雇用政策就对延迟退休的顺利实施产生了

重大影响。放眼我国延迟退休的改革历史，初始政策在 2013 年就已提出，但始终由于民众抵制情绪而搁

置，借鉴日本在退休制度方面的改革，我国也应当同时关注法规制定的合理性与民众教育的重要性，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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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相关政策实施背景及法规教育，提高公民对于延迟退休政策的接受度，促进政策的有效实施。此外，

仅仅增强公民法规教育是不够的，道德约束并不能保证政策实施效果，最终还是要回归到法规层面来对

延迟退休进行一个立法保障。 

4.5. 制定政策鼓励高龄劳动者继续工作 

延迟退休制度要求国家积极推动老年就业，日本、美国等国家采取多种措施积极推动老年就业，首

先采取法律措施保证中高龄就业者受到公平的对待，能够在平等的、非歧视的就业环境中工作；其次给

予中高龄劳动者一定额度的经济补助，如日美为继续工作的老年人提供 25%~50%不等的就业津贴；再次

为聘用中高龄就业者的企业雇主提出补贴措施和优惠政策，如日本政府就曾专门出台“中老年就业补助

金”，专门针对中高龄劳动者的企业雇主采取了专项补贴措施，为中高龄劳动者提出了全方位、多渠道

的就业补贴、补助措施和奖励制度，这样降低了企业成本，也促进中高龄劳动者的雇佣[7]；还有为中高

龄劳动者提供了多样化、补充型、支持性的职业服务项目，并成立了老年人就业服务和培训中心等，为

他们提供职业咨询服务；此外，已经有学者调查研究指出，退休年龄越高，工资增加将可以缓解养老支

付问题，因而，在我国的退休年龄调整中还必须考虑工资制度改革；最后延迟退休对青年就业压力的影

响也不容忽视，要创立良好的就业、创业政策，促进经济发展，解决我国青年就业难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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