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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天下·热追踪

不许动我的奶酪！
欧洲退休改革引发动乱

 欧洲退休制度不改不行

英国日前公布的退休
改革计划欲将公职人员退
休年龄延长6年至66岁，
并增加需要交纳的养老金
额度，同时降低养老金的
最终支付水平。英国政府
称，改革是削减该国每年
3 2 0 亿英镑的养老金支

出、使公共养老金能够持
续运作所必需的，不会影
响未来 10年内退休的公
务员及低薪人士，且如果
公职人员愿意增加工时，
退休金状况会得到改善。
不过有数据显示，许多赚
取平均水平工资的公职人
员需要额外工作 4年，才
能维持现有的福利。

保 加 利 亚 政 府 在
2012年财政预算中提出，
从明年起将退休年龄延长
一年，以此来缓解政府因
经济低迷和养老金支付金
额连年增加而不断加大的
财政压力。11月30日，保加
利亚两大工会组织的领导
人联合向议会递交了一份
由4万多人签名的请愿信，
要求政府立即撤销已提交
议会审议的预算草案中有
关养老制度改革的部分。

意大利前总理贝卢斯
科尼的辞职也与退休制度
改革有关。迫于欧盟压力，

意大利被迫实施更为严格
的削减开支计划，将退休
年龄从65岁提高至67岁。
而老贝的辞职正是为了换
取这一退休改革方案获得
议会通过。

去年10月，法国政府
计划将法定退休年龄从

60岁延长至 62岁并提高
缴费比例，以减轻政府在
退休金支付方面的压力。
为了阻止这一法案在参议
院通过，法国各反对党派
与法国八大工会联合会联
手，举行了规模空前的“可
延续”游行示威，坚决保卫
原有退休体系。

此外，德国计划在
2029年把退休年龄从62
岁提高到63岁，领取全额
退休金的年龄从 65岁上
调到 6 7 岁。希腊则希望
将平均退休年龄从 61 . 4
岁逐步提高至 6 3 . 5 岁。
欧盟委员会曾于去年发
布报告，警告欧洲人口老
龄化严重，工作年龄的人
供养退休人口的压力越
来越重，必须延迟退休才
能确保社会保险制度不
陷入崩溃境地。该委员会
预计，到 2 0 6 0 年欧盟成
员国必须将退休年龄推
迟至70岁。

 高福利制度难以为继

欧洲老百姓强烈反对
延迟退休一事，折射出欧
洲高福利制度的窘境。二
战之后，欧洲成为世界上
福利最好的地区之一，但
随着金融危机的发生，欧
洲福利体制越来越显露出
不可持续的弱点，这也是

“晚退”现象最早在欧洲出
现的关键原因。

欧洲高福利模式如果
持续下去，将意味着政府
需承担更多退休金和医疗
保健等福利支出。如今面
对庞大赤字，福利超标给
各国造成了沉重的财政负
担。

概括而言，世界各国
的退休和养老制度可分为
以下两大模式：

第一个模式是完全积
累制，即建立个人账户，工
作的一代缴费支付自己未
来养老金的支出。这个制
度的优势是财务可持续性
比较好，国家没有财政负
担，基本不受人口老龄化
趋势影响；劣势是再分配
功能较差，福利水平较低，
覆盖面比较小。

第二个模式是现收现
付制，即工作的一代缴费

来支付已退休一代的养老
金。这个模式的优势是具
有较好的再分配功能，福
利水平较高，覆盖面比较
宽；劣势是难以应付老龄
化趋势，随着人口寿命越
来越长，缴费人口比重越
来越少，养老金领取者比
重越来越大，政府财政不
得不介入并连年给予补
贴。

拉美、亚洲国家包括
新加坡以及少数欧洲国家
采纳第一种模式。但绝大
部分国家包括多数发达国
家实行的是现收现付制，
结果面对人口老龄化捉襟
见肘、疲于应付。

作为现收现付制退休
金制度的发源地、福利国
家的摇篮，欧洲社会已对
享受安逸的退休生活习以
为常，法国更被视为欧洲
大陆退休人士的乐园，法
国人比其他欧陆人更早享
受退休生活，而每月缴交
的退休金也少得令人羡
慕，尽管越来越多人意识
到现行制度即将破产，但
老百姓关心的往往是眼前
利益受到侵害，对新方案
的反应一直都很消极。

 日本之石或可攻玉

日本是社会保障最健
全、福利水平也很高的亚
洲国家。经过数十年的发
展，日本形成了三个层次
的养老保险制度：其一是

“国民年金”，它覆盖全体
国民，凡20岁以上60岁以
下的、在日本拥有居住权
的所有居民都必须参加国
民年金保险；其二是与就
业收入相关联的雇员年金
制度，按照加入者职业的
不同，它又分为厚生年金
和共济年金；其三是新企
业年金，可以由企业或者
个人选择加入。

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
的人均寿命普遍延长，65岁
及以上人口支取养老金的
年限大大超出了制度设立
时的预期。同时，由于日本经
济高速发展，日本不断提高
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养老金
替代率逐步提高，导致日本
政府的养老支出大幅增加。
为应对养老金支付困局，日
本的养老保险制度做出了
相应的调整。

第一，采取弹性退休
制，鼓励延长工作时间。根
据有关法律规定，日本人
可以提前到60岁开始领取

养老金，也可以推迟到 65
岁之后 7 0 岁之前开始领
取。如果提早领取，养老金
将打折给付；如果推迟领
取，则增加领取金额以资
奖励。例如，若提早到60岁
开始领取，每月只能领取
65岁时应领取金额的70%，
如推迟至 7 0 岁以上再领
取，可获得188%。

第二，提高养老保险
费，即将缴纳保险费的比
例 在 原 来 占 工 资 总 额
13 . 58%的基础上，每年以
0 . 3 5 4% 的幅度提高，到
2017财年，保险费缴费标
准将占到职工工资总额的
18 . 3%。

第三，逐年降低向被
保险者支付保险金的数
额。日本计划到 2 0 2 3 财
年，平均养老金支付额将
由现在在职职工平均收入
的 5 9 . 3 % 逐 年 降 低 到
50 . 2%。

第四，调整养老金发
放 方 法 。日 本 政 府 早 在
2002年就开始制定了一项
“物价联动型养老金支付
办法”，即根据物价跌幅，
减少养老金的支付额。

《中国日报》供稿

约200万英国人当地时间11月30日走上街头，开始举行
“世纪大罢工”，以抗议政府进一步提高养老金保障门槛的计
划。同一天，保加利亚两大工会组织发起万人大游行，抗议政
府的养老制度改革。

就在不久前，意大利新政府出台包括退休金制度改革在
内的财政紧缩法案时也引发了大规模的群众抗议示威活动。
那么，世界各国特别是欧洲的退休养老制度究竟是怎样的？又
为何会牵一发而动全身？

11月30日，伦敦市民分别手持“罢工”和“停止削减退休金”的标语牌参加大罢工活动。 新华/路透

英国大罢工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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