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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镜头故事

在国外，推迟退休年龄的确是一种趋势，很多
国家以此作为解决养老金缺口的办法之一。前不
久，有关延迟退休的消息一传出，立即引起民众的
广泛热议。

外国养老保险制度一般都
规定，所有公民只要有工作收入
就要交纳社会养老保险，不管是
受雇于政府还是私营单位，也不
管是为别人打工还是自雇职业
者，这是法律规定的公民义务。
外国政府主导的社会养老金基
本上可以归纳为三种养老金并
存：基本养老金、补充养老金和
补贴养老金。

不少国家规定了几个退休

条件，只有符合一个条件就可以
退休，法定退休年龄只是名义上
的，如果工龄或养老保险交纳到
了一定年限，照样可以退休，因
此，实际退休年龄会早于法定退
休年龄。

法国：退休制度改革朝令夕改

法国法定退休年龄为60岁；实
际平均退休年龄59 . 4岁，男59 . 5岁，
女59 . 4岁。法国2010年新生儿预期

寿命为81 .6岁(联合国数据)，养老金
支付总额是GDP的12 . 5%。在法国，
工作满40年就可以领取“全额养老
金”，即退休前工资的80%。2010年，
基本养老金标准为单身老人每月
709欧元，夫妻老人每月1158欧元。
根据新法令，针对妇女和老年失业
者，则增加两个季度视同缴纳养老
金的优惠。

德国：循序渐进不搞一刀切

德国法定退休年龄为65岁；
实际平均退休年龄62岁，男62 . 6

岁，女61 . 5岁。德国2010年新生儿
预期寿命为80 . 2岁，养老金支付
总额是GDP的10 . 7%。

德国人口出生率降低，老龄
化趋势加重。1991年，平均4个就

业者养活一个退休人员，到2030

年，每两个就业者就得养活一个
退休人员。根据新法律，德国将
在2012至2029年，逐步将退休年
龄提高到67岁。

英国：全民享有基本养老金

英国法定退休年龄为男65岁，
女60岁；实际平均退休年龄为62 . 6

岁，男63 . 6岁，女61 . 7岁。英国2010年
新生儿预期寿命为79 . 8岁，养老金
支付总额是GDP的5 .4%。

英国计划在 2 0 1 6年 4月到
2018年11月期间，把女职工的退
休年龄提高到65岁，男女并轨。和
大多数西方国家一样，英国全民
享有基本养老金。2012—2013财
年，所有英国公民到了退休年

龄，都能领到每周107 . 45英镑的
基本养老金。

美国：为增收晚退休实属无奈

美国并没有硬性的退休年
龄，人们可以提前退休，但联邦
退休金将减额发放。雇员最多可
以提前到62岁退休，但每提前一
个月退休，养老金减发0 . 56%。据
最新调查数据显示，在过去15年
时间里，美国人预计自己退休的
年龄已经渐渐从60岁提高到了67

岁。经济形势不佳、经济危机导
致股市下跌等都会影响退休收
入。因此，看了这一点便可以明
白，为什么这么多美国人过了66

岁依然在工作，因为这样可以在
退休后拿到更多联邦退休金。

格花花世界格海外八卦

欧美毕业生的“间隔年”

格海外轶闻

为什么不能给人生一点想
象力？在毕业后给自己喊了

“停”，选择走出去，更好地了解
自己，了解这个世界。在欧美，每
年都有近百万年轻人选择在毕
业后享受一段“间隔年”的时光，
在这段美好的时光中，他们去
旅行、去支教、去做志愿者……
生活有无限的可能，趁着年轻，
休息一下，再启程。

“间隔年”这一概念在西方
国家早已不是新鲜事。很多年
轻人在升入大学前或者大学毕
业后，都会有一段自由支配的
时间。他们中有穷游世界的背
包客，还有支教发展中国家的
志愿者，抑或是打工挣学费的
自食其力者。

2011年美国150万大学本科
新生中约有1 . 8万人选择了“间
隔年”，哈佛、普林斯顿等名校甚
至推出了“间隔年”资助项目。除
了入学的新生之外，越来越多
大学毕业生也会趁着间隔年

“上山下乡、走南闯北”。哈佛大
学2011年的毕业生中，高达14%

的学生申请了美国支教队，前
往国内一些较为落后的公立学
校教书。

不过，“间隔年”并非吃喝玩
乐逃避现实，更重要的是要利
用这次机会开阔眼界、增强自
身软实力。如果一个20岁出头的
年轻人就把所有赌注都压在安
稳的生活上，那就会失去很多
生活的意义和学习机会。

据欧美教育机构调查显
示，同等条件下，参加过间隔年
的学生在今后学习生活中拥有
更强动力。而英国政府调查也
表明，间隔年中做过志愿者的
毕业生比直接进入社会的“菜
鸟”更容易找到理想的工作也
且发展得更好。

对于间隔年之于人生的意
义，著名间隔年网站创办人汤
姆·格里菲斯认为，“好好经营自
己的间隔年，对年轻人未来就
业有很大的帮助。这一年的经
验，可以帮助他们向未来雇主
展现自己的创造力、沟通能力
和决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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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迟退休，国外也摸着石头过河

格域外风情

看球的乐趣
足球在德国绝对是国球，

德国人从大到小，对世界各个
国家各个队的球星都了如指
掌，连丁点儿大的孩子也会跟
你说葡萄牙的C罗、荷兰的罗
本、西班牙的哈维。对自己国家
的球星，德国人当然更关注。有
一段时间，大家对祖籍非德国
的中场厄齐尔、赫迪拉(两者均
在皇马效力)等人是否在开赛前
跟着唱德国国歌很当回事，慢
慢地，德国人习惯了他们不张
嘴，关键是看他们在比赛场上
的能耐。

德国人看球，跟他们性格
似的，很冷静，但又很幽默，不
是英国人的黑色幽默，是那种
冷幽默——— 往往当时说了不
乐，过后乐；同时呢，也不耽误
聚会。对了，德国人看球也是一
个聚会的机会。因为德国人聚
会通常都需要理由。现在的理
由简单而充分：看球。

看球，得有人跟你议论，跟
你争，跟你侃，跟你一起欢呼。
没这些，就没意思。小范围看
球：会有邻居跟你打招呼：到我
家看德国对葡萄牙那场球，我
们一起在花园里烧烤！然后你
当然很快乐地答应，就会问：需

要我们带什么？葡萄酒？啤酒？
香肠？调好了汁的鸡鸭鱼肉？或
者沙拉？这通常是要分工的，不
能说谁提议的，谁就管你全家
的吃喝。有时甚至还要带自己
的饮料。到了人家那儿，主人
为所有的人烧烤，有时，主管
烧烤的人会喊：“嗨，这儿是谁
的牛肉，已经八成熟了！”你会
问：就为了到那儿一起去吃去
看吗？对，就是这个意思，是为
了聚在一起看，要的是气氛！

当然，也可以是：这家带啤
酒，那家带面包，其他人带肉、香
肠、沙拉等等。看球的家通常有大
客厅，能容纳二十几个人，若天气

好，主人绝对会把电视机搬到花
园里去，然后一边烧烤，一边看。

大范围的看球：比如说德
国和荷兰的那场球吧，有的中
学校就在校园开Party，学校大礼
堂里放个大屏幕，留着看球，校
园的草坪上，学生文艺爱好者
吹拉弹唱，老师们管烧烤———
这是德国夏天传统的聚会！德
国人守纪律，不用担心事后的
杯盘狼藉景象，用过的纸杯、纸
盘子等等总会被按部就班地送
到分类垃圾袋里。所以无论是
家里的聚会还是外面的聚会，
散会后不需劳动，否则没人办这
样的活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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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失业男子
网上拍卖自己

英国一名父亲本月底即
将失业，因家中有3个孩子，他
和妻子负担不轻。一时应聘
无果之下，这名父亲突发奇
想，在网上拍卖自己，开价2万
英镑(约合3 . 11万美元)。但很快
被告知这一做法违反了亿贝网
站的交易规则。于是他改为在

“求购物品”栏中拍卖自己。他
希望通过自己的举动教育11岁
的儿子刘易斯，让他明白“工作
不会从天而降”。

大闸蟹锐不可挡
百年前“入住”欧洲

泰晤士河里，大闸蟹大规模地繁衍。

英女王
“年薪”增两成

登基60周年的英国女王
的“年薪”将增加两成，升至
3600万英镑。依据2013至2014

年度生效的一项法案，女王
“年薪”将与王室资产管理局
年度盈利挂钩，相当于年度盈
利的15%。该资产管理局在截
至2012年3月的财政年度中赢
利2 . 402亿英镑，与上一年度
相比增加4%，部分原因是旗
下一些地产出租生意红火。女
王“年薪”由议会设立的补助
项目支付，资金来自税收，只
能用于支付王室家庭职员工
资和洗衣、办公文具等费用。
王室资产管理局盈利悉数上
缴至财政部。

今日烟台

近年来，尽管大闸蟹身价
倍增，消费者却依然前赴后
继。但有趣的是，同样是大闸
蟹，在欧洲许多国家却被视作

“邪恶的化身”，从而被恨得咬
牙切齿。

对大闸蟹(欧洲人亦称中
华绒螯蟹)最为深恶痛绝的首
推英国人。原来，这种原本生
活在长江下游的淡水蟹苗是
从往返于中国和英国的远洋
货轮的压舱水中，经漂洋过海
最先来到英伦三岛的。当时，
英国的媒体就把大闸蟹描绘
成“面目狰狞的怪物”而大加
讨伐，童话作品里的大闸蟹往
往是邪恶的化身和阴谋的代
表，跟传统童话里的大灰狼无
异。

不料，身处异国他乡的大
闸蟹的生命力极强，不仅很快
就适应了英伦江河湖海的生
存环境，而且积极抢占英国本
土水生物的领地，大有锐不可
挡、不可一世之气概。其强大
的战斗力很快使得英国本地
的红蟹甘拜下风而逃之夭夭，
令英国水域的生态环境遭到
致命破坏。

除了担心大闸蟹可能给
英国带来“生态灾难”外，英国
专家还认为，大闸蟹出色的打
洞能力有可能使得英国的河
岸堤坝满布“病灶”从而变得
岌岌可危。按照英国专家的看
法，大闸蟹“入侵”局势尚可控
制之时，英国应尽快展开全国

范围内对大闸蟹的“围追
堵截”。有趣的是，当地华
人不无幽默地向英国人
提出两条“在英国迅速消
灭大闸蟹”的合理化建
议：一、让英国公众学会
品尝大闸蟹；二、向中国、
日本和东南亚国家大量

“倾销”英国捕获的大闸
蟹！

对大闸蟹恨之入骨
的在欧洲还有德国人。实
际上，早在上个世纪初
叶，大闸蟹也曾一度横行
德国内陆，当时德国人花
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其
斩尽杀绝。而时下，大闸
蟹在德国已东山再起，俨
然已经占“江”为王，甚至
成为德国境内唯一的淡
水蟹种。

在欧洲，德国是第一个发
现大闸蟹踪迹的国家。每逢盛
夏，生活在易北河等水域里的
成熟的大闸蟹开始展开“地毯
式”的大迁徙，然而它们绝非
文明之旅，不仅沿途疯狂地实
施“三光政策”，还玷污了原先
一尘不染的草坪、花园和树
林，让驾车人叹息声声、寸步
难行。

另据梅克伦堡当地渔民
介绍，自打大闸蟹入侵，附近
的淡水水产已经缩减大半，从
原来的年产120至150吨降低到
目前的仅60吨，由此渔民们只
能倒卖荷兰、丹麦及波兰的鳗

鱼、鳟鱼补贴收入。
不过面对猖狂的“八脚猛

士”，德国人显然比英国人明
智，他们化仇恨为智慧，居然
从可怕的横行霸道者身上看
到了隐藏的商机。当然在德
国，大闸蟹走向市场还是前不
久的新鲜事。

洛德维鲁斯特一带的渔
民是德国本土人中第一批开
始“吃螃蟹”的人。据说一开
始，一个勇敢的渔民史坦菲闭
着眼睛，尝了一口大闸蟹，发
觉鲜美之极，便先全家、后全
村地尝鲜，最后吃蟹者越来越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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