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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人社部：我国实际退休年龄53岁左右

近期不会立刻调整退休年龄
本报讯 据《人民日报》报道，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有关负责
人表示，的确在对“延迟退休年龄”
展开研究以为国家提出相关建议，
但进行政策研究不代表现行退休
年龄规定即将更改。事实上，早在
2005年，当时的劳动和社会保障部
就进行过此类研究。

当前法定的退休年龄是男职
工年满60周岁，女干部年满55周
岁，女工人年满50周岁，近期仍按
此标准执行。

这位负责同志表示，从国际上
看，一些国家已经延长了退休年
龄，主要是适应人口结构的变化和
老龄化程度的提高。我国目前既面
临着老龄化加快的挑战，又面临着
就业压力巨大的挑战，对这样的一
个政策要非常慎重。

目前，我国实际退休年龄在53
岁左右，很多地方面临大量提前退
休的情况。虽然不少地方近年出现

“用工荒”，但我国作为世界上第一
劳动力大国，劳动力资源总量高达

10亿多，就业形势在今后一段时期
仍将十分严峻，而不是如欧洲一些
延迟退休年龄的国家那样已面临
劳动力短缺。因此，像一些媒体所
说的“退休年龄提高至65岁甚至更
晚”，不会在近期立刻实施。

远期，如15、20年后，退休年
龄的调整的确是大势所趋，但究竟
怎么调、调整到多少，会考虑经济
社会的总体变化。

改革退休年龄涉及每位职工
的切身利益，不同群体的意见往往
很不一致。

采访中发现，临近退休年龄的
干部，不论男女，有相当一部分认
为可以适当考虑延长退休年龄，特
别是其中职位、职称高的。据分析，
这主要是因为此类人群工作强度
不是很大，很多人虽然已到退休年
龄，仍可胜任工作。一些特定行业，
如医生、教师，往往是“越老越吃
香”，退休早在某种程度上的确是
一种人才资源的浪费。

一线工人则多数认同目前的

退休年龄规定，有的人甚至希望早
点退休。因为一线工人大多体力消
耗大，在职时收入水平偏低且不是
很稳定，退休后则可以获得稳定的
养老金收入。近几年国家一直在提
高企业职工养老金水平，对一些收
入不高的职工而言，早点正式退

休，收入还能高一些。
人社部有关负责同志明确表

示，如果要启动延迟退休年龄的改
革，肯定会深入论证，并广泛听取
社会各方的意见，充分考虑不同群
体间的公平公正，在逐步达成共识
后再实施。

新华社北京 6月 20日电
(记者 曹欣阳) 外交部发言
人洪磊2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
说，有关中国、俄罗斯、伊朗、叙
利亚即将在叙利亚举行联合
军演的报道是毫无根据的。

外交部：

“中俄伊叙军演”
毫无根据

据新华社北京 6月 20日
电 (记者 曹欣阳) 外交部
发言人洪磊20日在例行记者
会上说，中方愿与日方共同
努力，加强中日关系改善和
发展的社会基础。

中日民间团体和媒体近
期的舆论调查显示，对中国印
象不佳的日本人比例达到历
史新高。同时，对日本抱有负
面印象的中国人比例仍很高。

外交部：

加强中日关系
改善的社会基础

社会保障领域专家、中国人民
大学教授郑功成说，“现行退休年龄
是60年前设定的，当时人均预期寿
命不足50岁，而‘十二五’末将达到
75岁。”他说，更为重要的是，到2020

年时60岁以上人口将达2 .55亿人，到
本世纪中叶60岁以上人口将达4 . 87

亿人，结果必定是代际之间的负担
越来越不公和根本不可持续。

郑功成认为，延迟退休年龄，
是基于人均预期寿命延长和养老

负担代际公平的需要。“如果理解
为是为了弥补养老金缺口，恐怕是
本末倒置的。”

“我国当前并不存在养老金收
不抵支，现在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
金累计结余达2万亿元，还在持续
增长，面临的压力主要是保值增值
压力而非支付压力。”他说。

“据我们测算，只要将基本养老
保险制度上升到全国统筹，只要按
照法律要求全面覆盖，至少在未来

30年左右都不会出现收不抵支。”
他说，应充分考虑延迟退休年

龄对就业的冲击。“我们建议，采取
小步渐进延迟退休年龄的方案，将
其对就业的影响降至最低。”

他表示，延迟退休年龄，需要
尽可能兼顾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
并且，要与劳动力的供求变化、社会
保险制度的完善以及相关就业政
策、收入分配改革协同推进。

据《人民日报》

格专家说法

“说延迟退休缓解养老金压力是本末倒置”

郑功成 （资料片）

（（资资料料片片））

公安部：

在“4S”店上牌年检

拟全国推广

据新华社电 记者从公
安部交通管理局车管处获悉，
公安部将逐步在全国各家

“4S”店推广建立“零警力”上
牌检测服务站，实现车辆购车
后上牌、保养、检测一体化服
务，使“4S”店的服务增加上
牌、年检两项，升级为“6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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