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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口老龄化现象作为经济社会高度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世界各国需要共同面对的全局性问题。延迟退休

年龄政策俨然成为世界各国改善养老保险基金收支平衡，提高生产力水平，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
我国目前退休年龄总体偏低，增加了代际间的养老负担，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势在必行。本文基于CNKI
数据库，运用CiteSpace6.2.R3软件对2004~2023年延迟退休相关文献的发文量、作者合作网络及研究

机构、关键词、突现词等进行分析，了解延迟退休领域的热点和前沿问题，研究发现延迟退休的研究热

点主要是养老保险、退休年龄、老龄化、养老金等，把握延迟退休改革的特征和规律，探索适合我国国

情的延迟退休方案，有利于制定更加公平合理的符合我国国情的退休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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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nevitable trend of high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population aging is an overall 
problem that all countries in the world need to face together. The policy of delaying the retirement 
age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means for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to improve the balance of in-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orf
https://doi.org/10.12677/orf.2023.134263
https://doi.org/10.12677/orf.2023.134263
https://www.hanspub.org/


孙倩 
 

 

DOI: 10.12677/orf.2023.134263 2638 运筹与模糊学 
 

come and expenditure of pension funds, increase productivity levels, and promote economic growth. 
China’s current retirement age is generally low, which increases the burden of intergenerational 
pension, and it is imperative to delay the retirement age policy. Based on CNKI database, this paper 
uses CiteSpace6.2.R3 software to analyze the published papers, authors’ cooperative networks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keywords, emerging words, etc. related to delayed retirement from 2004 to 
2023, so as to understand the hot spots and frontier issues in the field of delayed retirement. It is 
found that the research hotspots of delayed retirement are mainly pension insurance, retirement 
age, aging, pension, etc. Grasping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laws of delayed retirement reform and 
exploring the delayed retirement scheme suitable for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is conducive to 
formulating a fairer and reasonable retirement system in line with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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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全球绝大部分国家都面临着人口老龄化的挑战。人口老龄化是经济社会高度

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世界各国所需共同面对的全局性难题。根据我国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我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的占比高达 18.7%，已经超过了 0~14 岁人口的比例。近年来我国人口出生率持续走低。随着

我国社会经济蓬勃发展以及医疗技术快速进步，人均预期寿命延长，呈现“低出生率和低死亡率”的状态。

全球诸多国家为了应对老龄化趋势纷纷制定了延迟退休年龄的制度，延迟退休年龄政策俨然成为世界各国

改善养老保险基金收支平衡，提高生产力水平，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我国目前退休年龄总体偏低，

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人口老龄化日益加重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出现了人力资源浪费的现象，这

与人均预期寿命延长的趋势以及劳动力结构的变化背道而驰。中国现行法定退休年龄偏低，不仅增加了代

际间的养老负担，也对低龄健康老年人口的劳动力资源造成了浪费，因此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势在必行。人

均预期寿命和平均受教育年限的不断延长，为中国推行延迟退休政策提供了可行性。“十四五规划”中提

出有关延迟退休的原则，延迟退休涉及再就业、养老金、代际子女赡养等问题，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

益，成为人们讨论关注的焦点话题。国外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就对延迟退休展开了研究，国内

对延迟退休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起步相对较晚。近年来，延迟退休领域的科研成果颇丰，国内学

者围绕是否应该延迟退休，为什么要延迟退休，如何实施延迟退休以及如何制定合理的延迟退休政策等方

面展开了热烈讨论，但总体来看，目前对延迟退休的研究尚未形成统一的系统理论体系，基于科学计量分

析的研究成果不足。本文基于 CNKI 数据库，运用 CiteSpace6.2.R3 软件对 2004~2023 年延迟退休相关文献

进行研究，了解延迟退休领域的热点和前沿问题，思考我国延迟退休政策实施的困境，借鉴国际先进经验，

了解国际延迟退休改革的特征和规律，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延迟退休方案，制定更加公平合理的退休制度。 

2. 研究设计 

2.1. 数据来源 

选取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作为数据来源通过 CNKI 的高级检索功能，剔除学位论文、会议、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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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和特色期刊等非研究型文献后，选取 CNKI 高级检索条件为“主题 = ‘延迟退休’或‘推迟退休’”

的学术期刊，设置检索起止时间为 2004~2023 年，期刊来源包括北大核心期刊、CSSCI 和 SCI 等来源期

刊，共检索出 691 篇文献。再人工手动剔除不相关文献，最终获得 644 篇研究延迟退休的国内样本文献。 

2.2.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文献计量法，通过使用 CiteSpace 软件对 2004~2023 年的 644 篇 CNKI 文献绘制科学图谱和

进行计量分析。将得到的 644 篇文献以“Refworks”的文件格式导出，导入 CiteSpace6.2.R3 对其研究动

态、变化规律、发展进程等进行可视化分析，了解我国延迟退休领域的学术研究现状，对延迟退休领域

的研究热点问题和趋势进行分析，以期为今后相关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参考。 

3. 延迟退休问题的文献可视化分析 

3.1. 文献年发文量分析 

2004~2023 年，国内延迟退休相关的文献数量总体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这种趋势大致分为三个

阶段：2004~2009 年为起步阶段，延迟退休的文章年均发表 1 篇左右；2010~2017 年为快速发展阶段，发

文数量大幅增长，2016 年发文量最多高达 91 篇，2017 年次之，发文量为 88 篇；2018 年~至今为波动式

下降阶段，2018 年发文数量急剧下降，于 2019 年有所回升，再次下降于 2022 年有所回升之后又迅速减

少，具体结果见图 1。 
 

 
Figure 1. Trends in the output of domestic delayed retirement research literature from 2004 to 2023 
图 1. 2004~2023 年国内延迟退休研究文献产量变化趋势 

3.2. 作者合作网络及研究机构分析 

运行 CiteSpace 软件，选择节点类型(Node types)为“作者(Author)”和“机构(Institution)”两个选项，

绘制科学网络图谱，以呈现发文作者间和发文机构间的相关性、合作关系。在图谱中，节点数表示延迟

退休领域发文作者、机构出现的频次，节点大小表示频次高低，线条数、线条粗细分别表示发文作者间

和机构间的合作关系以及合作强度。 
根据图 2 和图 3 所示的国内研究延迟退休的学者和机构合作网络图谱，可以看出在 2004 年至 2023

年期间，共有 363 个节点和 158 条连接线，网络密度为 0.0024，具体见图 2。从共被引频次来看，在 644
篇国内样本文献中，曾益发文次数最多为 23 次，另外，薛惠元已经发表了 13 篇论文，而杨华磊则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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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11 篇。此外，席恒、封进以及石晨曦等学者的发文量也都超过了 6 篇，具体见表 1。通过合作网络和

合作强度的分析可以看出，最大子网络的成员达到了 19 个节点，占据了总节点数量的 5%，延迟退休领

域已经形成了以曾益为核心的较大的研究团队，此外，还有分别以薛惠元为核心，以柳清瑞为核心等小

团队。但这些大大小小的团队之间的合作关系总体呈“小集中、大分散”的合作网络分布特征，这与刘

会成的研究相似[1]。 
 

 
Figure 2. Domestic scholar cooperation network for delayed retirement from 2004 to 2023 
图 2. 2004~2023 年国内延迟退休的学者合作网络 

 
Table 1. Top 6 authors in the field of delayed retirement in China from 2004 to 2023 
表 1. 2004~2023 年我国延迟退休领域发文量前 6 位的作者 

序号 发文量 作者 

1 23 曾益 

2 13 薛惠元 

3 11 杨华磊 

4 7 席恒 

5 7 封进 

6 6 石晨曦 

 
图谱中共有 289 个节点和 158 条连接线，网络密度为 0.0038，最大子网络成员有 27 个节点，具体见

图 3。共有 288 个国内研究机构在延迟退休领域发表了文章，其中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发表

次数最多，达到了 42 次。其次是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和武汉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均为

18 次。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发表了 11 次论文，而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

学院发表了 10 次。此外，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

研究所的平均发表次数都在 9 次以上，具体见表 2。通过合作网络和合作强度的分析可以看出，近年来

国内延迟退休领域的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关系有所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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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Cooperative network map of institutions with delayed retirement in China from 2004 to 2023 
图 3. 2004~2023 年国内延迟退休的机构的合作网络图谱 

 
Table 2. Top 9 institutions in the field of delayed retirement in China from 2004 to 2023 
表 2. 2004~2023 年国内延迟退休领域发文量前 9 位的机构 

序号 机构名称 发文量 

1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42 

2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18 

3 武汉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 18 

4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11 

5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 11 

6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 10 

7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9 

8 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9 

9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 9 

3.3. 延迟退休研究热点和前沿分析 

3.3.1. 关键词共现分析 
根据 CiteSpace 绘制的关键词共现图谱可以得到关键词的词频和中心性，从而了解研究者们对该领域

共同关注的问题。 
关键词能够反应文献的核心观点，是对主题的高度概括，通过将 644 篇数据文献导入 CiteSpace 软件

中，时间跨度设置为 2004~2023 年，时间切片设置为 1 年，并将节点类型设置为“keyword”，其余属性

选择系统默认值，可以得到如图 4 所示的关键词共现图谱。通过对延迟退休关键词的频次和中心性进行

分析，可以反映出延迟退休研究的热点趋势。在关键词知识图谱的基础上，通过对样本文献的关键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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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筛选整理，对排名前 11 的关键词进行排序，得到表 3，能够更好地识别和分析分析延迟退休的热点主

题。根据关键词共现图谱可以得到关键词共现时间线图，图中的各个聚类被引时间从左到右排列，代表

时间跨度由远及近。粗线标示了聚类的起止时间跨度，而纵横交错的细线则表示该聚类中的关键词与其

他聚类中的关键词之间存在相关性和共被引记录。节点大小表示该关键词的共被引频次，节点越大则该

关键词的共被引频次越高。最大的聚类是延迟退休，主要包括老年就业、婴儿潮、养老负担等关键词，

具体可见图 5。 
 

 
Figure 4. Keyword co-occurrence map of delayed retirement from 2004 to 2023 
图 4. 2004~2023 年延迟退休的关键词共现图谱 

 
Table 3. List of high-frequency keywords for delayed retirement research from 2004 to 2023 
表 3. 2004~2023 年延迟退休研究高频关键词列表 

序号 频次 中心性 关键词 

1 243 0.82 延迟退休 

2 66 0.15 养老保险 

3 53 0.22 退休年龄 

4 36 0.09 老龄化 

5 23 0.12 养老金 

6 21 0.03 弹性退休 

7 19 0.01 经济增长 

8 15 0.02 预期寿命 

9 14 0.07 退休 

10 12 0.03 影响因素 

11 12 0.01 精算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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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 Timeline view of domestic delayed retirement research keywords, 2004~2023 
图 5. 2004~2023 年国内延迟退休研究关键词时间线视图 
 

由图表可知，“延迟退休”“养老保险”“退休年龄”“老龄化”等关键词的节点较大，出现的频

次高，网络的中心性强。在关键词共现图谱中，节点“延迟退休”是最大的节点，其出现频次最高，达

到了 243 次，而中心性也最强，达到了 0.82。这表明“延迟退休”是该领域的核心研究问题，吸引了越

来越多的研究者的关注和研究。基于对关键词知识图谱的分析，我们可以了解延迟退休领域关注的热点

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类： 
1) 延迟退休的背景 
关键词主要有“预期寿命”“老龄化”“养老负担”“人口结构”等。人口老龄化现象作为经济社

会高度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世界各国需要共同面对的全局性问题。根据我国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

示，我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已高达 18.7%，已经超过 0~14 岁人口的比重。近年来，我国的人口出

生率持续下降，而人均预期寿命却不断延长。这种趋势改变了我国的人口年龄结构。随着我国社会经济

的蓬勃发展和医疗技术的快速进步，延长人均预期寿命和下降的出生率改变了我国的人口年龄结构，这

意味着养老保险制度需要相应地进行调整。如果不进行调整，将会对公共养老金制度的可负担性和待遇

充足性带来重要影响。因此，需要采取措施，以提高养老保险制度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确保老年人的

生活质量和社会稳定。 
2) 延迟退休的影响 
关键词主要有“隔代抚养”“养老保险”“养老金”“人力资本”“就业”等。延迟退休制度的实

行并非一劳永逸的事情，董俊杰、郭永芳(2017)研究发现我国延迟退休政策的制定和出台正面临着许多现

实困境，如劳动者意愿存在差异、增加短期就业压力、“二孩政策”的影响和配套机制不够健全[2]。顾

和军等(2022)利用 CHNS 数据实证考察了“退而不休”对中国育龄女性生育行为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

究发现，在控制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祖辈“退而不休”会显著减少育龄女性的生育数量[3]。高舒敏、

蔡濛萌(2022)延迟退休在一定程度上挤出了青年就业数量及质量[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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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延迟退休的对策 
关键词主要有“退休年龄”“弹性退休”等。延迟退休政策的出台不是一蹴而就的，要给予民众较

为充分的缓冲期，采取小步慢走的渐进式策略。刘桂莲(2022)将我国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改革思路可概括

为：坚持弹性化退休政策的长期改革方向，通过提前优化退休政策改革环境和“小步慢走、实施经济激

励”的改革方式，协同配套构建年龄友好型劳动力市场环境，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退休政策体系[5]。郭

昌盛(2022)弹性退休制度还需要适当区分不同的职业与人群，适用不同的退休年龄制度[6]。刘会成、张

涵(2022)运用文献计量法和科学知识图谱法研究发现，目前国内研究的前沿问题是如何选择可行的延迟退

休方案，以维持养老金的可持续性。这是因为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养老金的可负担性成为了一个受

关注的问题。而在国际研究领域，前沿问题则是研究延迟退休后个人或团体的生活幸福感如何变化。这

是因为延迟退休对个人和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于保障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以及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因此，未来的研究应重点关注如何选择可行的延迟退休方案，以及延迟退休对个人和社会

生活幸福感的影响[1]。 

3.3.2. 关键词聚类分析 
CiteSpace 的关键词共现网络聚类可以反映网络中节点的相似性，这有助于识别和探测研究领域内的

热点主题。聚类分析可以将相似的节点分组，形成一个个子网络，每个子网络代表一个研究主题或研究

领域。这样可以更好地理解研究领域内的热点和研究趋势，为未来的研究提供指导和参考。 
运用 CiteSpace 软件进行关键词聚类分析得到图 6，研究共产生了 10 个类别，依次标号为 0~10，序

号由低到高分别为：#0 延迟退休、#1 退休年龄、#2 养老保险、#3 社会保障、#4 退休、#5 弹性退休、#6
医疗保险、#7 失业率、#8 社会政策、#9 妇女工作，数字越小，代表聚类规模越大，包含的关键词越多。

关键词聚类图谱中模块度值 Q = 0.5876 (大于 0.3)，加权平均轮廓系数 S = 0.8746 (大于 0.7)，表明聚类结

果具有高度可信性。通过关键词聚类，可以探索近二十年来我国延迟退休领域的热点主题，退休的具体

年龄，不同行业群体的退休年龄，男性和女性的退休年龄都是学者不断探讨的话题，也可以发现延迟退

休研究的问题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Figure 6. Keyword clustering map of domestic delayed retirement research from 2004 to 2023 
图 6. 2004~2023 年国内延迟退休研究关键词聚类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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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关键词突现分析 
突现词(Burst Terms)是短期内突然出现频次较高的词汇，对关键词进行突现分析可以有效展示某一研

究领域的进展趋势和前沿。运行 CiteSpace 软件的“Burstness (突现)”选项功能，按照突现起始年份排序，

得出 2004~2023 年国内外延迟退休研究领域的前 10 名突现词图谱，具体如图 7 所示。从突现强度看，“延

迟”和“退休年龄”最大，其后依次为“养老金”“改革”“收支平衡”“人力资本”“精算平衡”“政

策模拟”“预期寿命”“可持续性”。其中“预期寿命”和“可持续性”从 2020 年延续至今，随着社会

的发展，人们预期寿命延长，成为延迟退休政策的一个重要的社会背景，而制度的出台也要基于对多方

利益的考量，需要具有可持续性，这些突现词符合社会的发展趋势和我国的基本国情。 
 

 
Figure 7. Emerging map of domestic delayed retirement research keywords from 2004 to 2023 
图 7. 2004~2023 年国内延迟退休研究关键词突现图谱 

4. 结论与启示 

本文运用文献计量法和 CiteSpace 软件，对 2004~2023 年延迟退休领域的 CNKI 收录的文献进行分析，

并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研究结果如下： 
第一，从发文量来看，2004~2023 年，国内延迟退休相关的文献数量总体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

2016 年和 2017 年的发文量最高，而后发文数量虽有所下降，但整体呈上升趋势，随着人口老龄化问题

的日益加剧和预期寿命的延长，延迟退休受到了更高的关注。 
第二，从作者合作网络及研究机构来看，均呈现了“小集中，大分散”的特征，作者之间以及机构

之间的合作近年来有所增强，但是仍较为分散，为了更好地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各机构和作者之间

应进一步加强合作，对延迟退休领域进行更广泛更深入的研究，提出更为有效合理的解决对策。 
第三，从延迟退休研究热点和前沿来看，通过关键词共现分析发现，我国延迟退休的研究热点主要

是“延迟退休”“养老保险”“退休年龄”“老龄化”等，研究的热点问题主要包括延迟退休的背景、

延迟退休的影响、延迟退休的对策三个方面，这与王辉、李志红的研究基本一致[7]。通过关键词突现分

析发现，2020 年至今，“预期寿命”和“可持续性”是延迟退休领域的前沿问题。老龄化的背景日益突

出，延迟退休提出的前期，人们更多地关注退休后的养老金待遇问题，而后退休的具体对策成为人们关

注的热点话题，通过对文章的梳理发现，女性的平均预期寿命和受教育程度更高，在这样的背景下，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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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退休年龄是否应该和男性一致也引发热议。 
总的来说，调整退休年龄的影响范围广泛，既涉及到个人利益，也会对经济、社会和劳动力市场产

生深远的影响。因此，退休年龄的调整过程不可能一帆风顺，可能会遭遇不同主体的阻力。为此，我国

应该采取“循序渐进、小步慢走”的方式进行延迟退休的改革，调整幅度不应过大，应逐步实现男女退

休年龄的统一，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我们应该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但不能盲目模仿，因为每

个国家的弹性退休制度的建立和发展都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国家经济体制、政治环境、福利制度、

劳动力市场状况和文化传统等。因此，我们需要逐步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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