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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读·观察

加速到来的人口老龄

化又一次把延长退休年龄

推向了风口浪尖。

4月15日，中国社保基

金理事会党组书记戴相龙

称，可考虑每5年把退休年

龄延长1岁，20多年后，中

国男性退休年龄将从现在

的60岁延长到65岁，相当

于西方发达国家现在的退

休年龄。

相对于“一步到位”的

激进方案，“5年延1岁”的

设计温和多了，但没有弥

补养老金本身的制度漏

洞，诸如社保缺口、养老双

轨制，由此引发的争议已

形成了“挺退派”和“延退

派”两大阵营。

甚至政府也不敢贸然

行动，“对这个问题作出决

策，要听取各方面的意见，

还要有严格的程序，而且

要关注社会不同层面人群

的关切。”4月25日，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

人尹成基表示。

即便以“延长退休年

龄是国际惯例”为理由，延

迟退休背后仍然牵扯着一

个道德问题，甚至是一个

政府要不要有基本的公平

正义的问题，以致有人担

心，延迟退休的口子一开，

将无异于欺骗了所有人。
纠结的延迟退休
本报深度记者 刘帅

48岁的潍坊农民刘国伟身
体大不如前。多年在外地打工奔
波，化肥厂、建筑工地都呆过，三
四年前骑摩托车出事故，还伤了
胳膊。艰苦的岁月在他身上留下
了太多痕迹，背开始驼了，排行
老小的他，白头发也是几兄弟中
最多的。

是时候盘算着歇歇了，刘国
伟说：“打从年初，再也没有出门
务工过。”

然而在他看来，自己“法定”
的退休年龄却是由子女的出息
程度决定的。

刘国伟有两个女儿，大女
儿刚读大专，所学专业就业前
景并不乐观，“能否找到工作
还是个问题”，而二女儿还在
上小学。

两个孩子仍然是刘国伟身
上最沉重的担子，为此，歇在家
的他得继续跟着镇里的建筑队
在各村子里干活，务农的妻子也
跟着建筑队打零工，“修修大棚

之类的”，为的是给两个女儿积
攒学费和生活费。

“肯定比不上外出务工挣
得多，但老了，没办法。”刘国
伟说。孩子尚未成家，而“老”
却已是刘国伟无法回避的现
实问题。在他所在的村子，老
人过了6 0岁每月会领到6 0元
的养老金，“但真不够养老的，
如果遇上病就没辙了。”

上了年纪，刘国伟对养老
愈发有感触。以前在外地打工
时，碰到建筑工地上60多岁的
老民工，刘国伟觉得他们很可
怜，“年龄这么大了，还出来务
工。”他们有的不想给子女添
麻 烦 ，有 的 直 接 说 穷 得 没 办
法，不曾想很快自己也要遇到
这样的问题。

刘国伟很羡慕城里人的
退休政策，工作一辈子，在干
不动的时候，可以拿到体面的
退休金安度晚年，而这一切与
他那么遥远。最近在电视上看

到延长退休年龄与弹性退休
的话题，“国家是否延长退休
年龄与我有什么关系呢？”刘
国伟说。

农民已然成了退休问题讨
论的局外者。有人就担忧，如果
在建构基本社保制度的时候把
农民排斥在外，社保金支付压力
越大，农民的处境就越悲惨，他
们会被进一步牺牲。

剑桥大学社会学博士胡扬
告诉记者，法定退休是工业化社
会出现的概念，而我国还有近一
半的农民，他们不属于任何“工
业化”的机构，退休问题绕不开
中国农村，农民这个特殊的群体
需要被考虑进去。

长期的城乡分割，农民自
己也不知道何时能被纳入到
养老金城乡统筹中。对刘国伟
来说，他惟愿女儿早点儿跳出
农村，“都嫁个好人，找份好工
作，别等到了60岁的时候还要像
我们一样出来挣钱。”

与刘国伟被退休政策忽
略 相 比 ，李 军 却 是 被 牢 牢 牵
绊，甚至不得不在退休问题上
仔细盘算，对他来讲，一招错
有可能全盘输。

50岁的李军是A县某事业
单位的部门科长，按国家法定年
龄退休后，他能拿到较高的退休
金，足以保证安享晚年。可如今
为了儿女，他对退休有了新的看
法。

李军女儿马上研究生毕
业，为谋一份体制内的工作，
一年来参加了多场公务员考
试。4月底，她才考取了父亲所
在的单位，但是极不情愿，因
为李军的单位经常发不出工
资，“年底才能结清。”

女儿需要照应，儿子这边情
况也不好。李军儿子毕业不到一
年，在市里一家事业单位工作，工
资不到3000元，可市区的房价已

到了6000元，学区房更贵。
李军夫妇刚刚在市区给儿

子买了一套学区房，“105平方，
80万元，贷款50万元，留给儿子
娶妻生子。”李军说。

按单位规定，李军已经工作
30年，不管是算工龄还是年龄，
离退休都不远了，儿女也希望父
母早点退下来享福，况且按李军
单位规定，满35年工龄就可以拿
到原职务工资和津贴的90%。

可是李军和妻子现在都不
这么想，“一退休，住房公积金拿
不到手了，一个月少1000元，一
年就少1万多元，两人就是2万多
元。”这两万元对50万元贷款来
说不是小数目，李军说，“如果延
迟退休，那再好不过了。”

同样身处体制内的王小莹，
却渴望早一点退下来，51岁的她
调侃称愿意给年轻人让位。

家里不在乎她的收入，而

她所在的财务科要经常与上
下级单位打交道，“应酬太多，
自己的身体早被拖垮了，不能
将命搭进去。”王小莹表示，

“很想乐享天年，希望儿子早
日结婚，给我生个孙子。”

王小莹的丈夫则想多干
几年，作为一名副厅级干部，

“身体还不差，干吗早退呢？”
在他看来，西欧等国家也出现
延长退休年龄问题，而中国随着
人们生活条件改善、人口寿命延
长以及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也应
该延迟退休。

每个人在面对退休时，都有
切身的利益考量。现为一国企部
门主任的吕权告诉记者，自己年
龄大了，也爬不上去，希望能早
点退休。他说，朋友圈里像他这
样尴尬的人较多，“子女混得可
以，自己久在宦场，升职无望，去
意久矣。”

退休政策局外者

利益与年龄赛跑

每个人在是否延迟退休上都
自由地表达意见，但这掩饰不了
退休问题本身的硬伤。

人民网的一份调查显示，有
七成以上的网友反对“延长退休
年龄”，13%的网友表示支持，另有
12%的网友认为，是否延长应该采
取自愿原则。

然而，最刺痛民众的还是一
直以来的养老金双轨制。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
究中心主任郑秉文曾指出，“根据
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我国企业
职工平均养老金替代率是45%，但
是事业单位和公务员的替代率能
达到80%至90%，其中，公务员比事
业单位稍高一些。公务员和相当
一部分事业单位人员在职时不用
缴纳养老保险，退休后却能领取
高于企业人员的养老金，他们的
退休金多数由国家财政支付，这
就是一些企业和私营部门的人觉
得非常不平衡的地方。”

今年6月就将大学毕业的张
小能，一直忙于各地公务员考试，
进入公务员系统是她父母的期
望。“其他暂时不会考虑，不想进
私企，私企与体制内的待遇差别
很大，唯一怕的是体制内的人退
不了。”张小能担心延迟退休后，
老人抢走了年轻人的机会，不过
公务员系统在养老上仍然有无可
比拟的优越性。

对于享受到体制内好处的人
来说，不少人都赞成延迟退休，因
为不仅不触动既得利益，还能给
他们带来利益，而多数公众之所
以反对，是因为这种改革没有触
动他们最反对的养老金双轨制。
对普通工作者来说，工作是一种
负担，到退休年龄还不退休无疑
进一步伤害了他们的利益。

胡扬表示：“延长退休年龄，
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社会公平问
题，农村与城市养老金有差别、私
企与体制内工作人员退休待遇有
差别等等。”

不过从全世界范围看，延长
退休年龄似乎是大势所趋。中国
现行退休年龄政策是上世纪70年
代制定的，即男职工年满60周岁，
女干部年满55周岁，女工人年满

50周岁。而在制定这个政策时，中
国人口平均寿命只有50岁左右。
目前中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已提
高到73 . 5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
平。

按照现有退休政策，郑秉文
坦言，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将
从2010年的9 . 7亿减少到2050年的
8 . 7亿。其中减少的拐点将发生在
2015年，届时将从9 . 98亿的峰值开
始逐年下滑，年均减少366万。

美国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表
示，“现行男性60岁退休、女性55

岁强行退休太残忍了，牺牲了太
多的人力资本。”

人均寿命的提高可能是促使国
家调整退休政策的一个原因，而另
一个更为紧迫的现实是，养老基金
在全国范围内都存在缺口。

根据公开数据，截至2010年
底，养老金个人账户本应有资产
19596亿元人民币，实际上却只有
2039亿元，缺口达1 . 76万亿元。

但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
指出，养老金短缺不足以成为延
迟退休的基本依据。他认为，如果
人均预期寿命延长、受教育年限
延长、人口结构老化、就业需求扩
张，则应该延迟退休年龄，反之亦
然，而减少养老金支出只不过是
在追求上述目标的同时产生的一
个客观结果而已。

制度的漏洞亟待补上，北京
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
教授于风政在微博上说：“只要全
体农民和部分城镇居民被排除在
社保体系之外，社保制度的任何
改变都是既得利益者之间的重新
划分。只要按人的职业确定社保
待遇，社保体系就是中国最不公
正的制度。现行社保制度不根本
改革，退休年龄越延长，结果只是
穷者更穷、富者更富。”

关注延迟退休的问题是因为于
风政觉得养老金的问题已经不是一
个公共政策问题，而是一个道德问
题，一个社会、一个政府，要不要有
基本的公平正义的问题。

胡扬说：“如真要延长退休年
龄，体现社会公平是首要的。”

(刘国伟、李军、王小莹、吕权、
张小能均为化名)

被撬动的社会公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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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飞越老人院》中，老人们不愿接受老人院一潭死水的生活。随着我国老龄化进程加快，退休养老备受关注，但其其背后问题重重。（电影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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