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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金并轨：

“延迟退休”再受关注

养老金并轨尘埃落定， 与此密切相关的延
迟退休争议声再起。根据全国老龄办数据，

２０２０

年全国老年人口将达
２．４８

亿， 老龄化水平为
１７％

。中国社科院发布报告称，

２０１１

年养老金收
不抵支的省份有

１４

个，

２０１２

年扩大为
１９

个。面对
日益加速的人口老龄化，养老金账户能否支撑？

钱从何来？

在曾经的争议中， 延迟退休被认为是解决
养老金收支缺口、缓解劳动力不足、应对人口老
龄化等问题的“灵丹妙药”，一些研究机构和专
家一直持“先谈并轨、再谈延退”的观点。随着
《国务院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
制度改革的决定》发布，争议多时的延迟退休议
题是否重新浮出水面？

养老并轨“靴子落地”

延迟退休议题是否提上日程？

根据国务院
１４

日公布的机关事业单位工作
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方案， 近四千万机关事
业单位人员告别“免缴费”时代，也意味着中国
养老“双轨制”正式终结。

一些专家提出，先养老并轨、后延迟退休是
适合的改革路径。

就在养老并轨改革方案去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被全
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之后仅两天， 清华大学就业
与社会保障中心提出了一种延迟退休方案：从
２０１８

年起实施渐进式延迟退休改革， 最终男女
退休年龄统一调整到

６５

岁。

根据一些专家的估算，养老并轨后，近四千
万人未缴部分视同缴纳， 单位今后还要负担工
资
２０％

，将是一个数万亿元的“缺空”，对已经紧
绷的养老金总盘子带来巨大压力。

而根据延迟退休改革方案设计参与者、清
华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中心主任杨燕绥等专家
表示，一方面老龄人口庞大，一方面年轻劳动力
短缺，三个缴费者供养

１

个领取者，养老保险账
户入不敷出。“财政部

２０１４

年一季度开始就承认
企业养老保险基金出现了

６

亿元缺口，意味着退
休制度改革已到箭在弦上、 不得不发的地步。”

杨燕绥表示。

有研究显示，退休年龄每延迟一年，养老统
筹基金可增长

４０

亿元，减支
１６０

亿元，减缓基金
缺口

２００

亿元。

但也有专家表示，延退仍需审慎。中国（海

南） 改革发展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匡贤明认
为，养老保险制度并轨后，给延退创造了条件。

但机关事业单位与城镇职工的养老待遇差距仍
然较大，且延迟退休需社会讨论，形成共识。

延迟退休改革“大考”

百姓四大关切如何回应？

延退牵涉数亿城镇职工切身利益， 存在明
显的不同利益考量和改革期待。 延迟退休如何
推进，首先需要解答亿万群众的关切。

———群体化差异明显，利益如何协调？

新华网发展论坛一项
２

万多人次参与的调
查显示，如果

２０１８

年起实施延迟退休，超过
９２％

的人反对。 普通职工和重体力劳动者反对的主
要理由是工作权力利益小，“想早拿养老金享受
生活” 等， 而一些党员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支
持，仍存“特权阶层继续保有权力”质疑。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表示， 赞成与反
对延迟退休的声音兼有， 就要求政策制定要考
虑对不同人群的影响， 根据社会不同行业设计
弹性退休制度，解决好各群体间的政策公平。

———费率高年限长， 个人和企业缴费是否
应该下降？

社会上有“月薪一万，养老金缴满
３０

年
２７

年
才能回本”的说法，引发养老金“交的比拿的多”

等质疑。

匡贤明表示，这一算法不对。经过精算，

６０

岁退休，计发
１３９

个月，约合
１１．６

年。领到这个月
数就不亏，超过就赚了，与

２７

年相去甚远。但我
国养老金单位缴费率偏高，政府财政支出偏低，

对这一代人不公平，也对企业转型不力，缴纳税
费应当降低。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明确提
出了“适时适当降低社会保险费率”。

———年轻人工作难找，老年人还延退，会不
会对就业形成“双向挤压”？

目前， 全国每年毕业大学生
７００

多万人，就
业压力年年递增，再延迟退休，年轻人工作岂不
是更难找？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表示，

延迟退休牵涉广泛，对年轻人就业有影响，但同
时也减轻了年轻人供养退休人员的负担。 世界
范围内，英国、日本、瑞士等国的退休年龄都超
过
６０

岁，德国甚至达到
６７

岁，发达国家的一些经
验可研究。

———从“计划生育好，国家来养老”到养老
不能全靠政府，是不是政府在甩包袱？

有网友表示：“

３０

年前说‘计划生育好，政府
来养老’；

２０

年前说‘计划生育好，政府帮养老’；

１０

年前说‘养老不能靠政府’；现在我们老了，说
适时推迟养老计划，我们怎么办？”

匡贤明等认为，养老保险制度设计是政府、

企业、个人三方共担的机制。但目前政策制度设
计中将机关事业单位基础养老金替代率设置过
高，导致支付压力的产生，政府支出结构上应该
调整。

如果延迟退休真来了
会引发哪些“蝴蝶效应”？

如果延迟退休真的来了， 也许会出现如下
的场景：

困扰年轻人和居民们多年的广场舞消失
了，曾经忙碌的花鸟鱼虫市场萧条了，遍布五大
洲的“夕阳红”旅游团缩水了，因为大爷大妈跟
年轻人一样在格子里忙工作了……

但相关新兴产业应运而生： 因为爷爷奶奶
要参与工作，接送照看宝宝将成为难题，托管机
构将异常繁荣；除了托儿，由于无法受到上班族
子女的照料， 面向高龄群体的托老产业也将快
速发展； 养生节目可能更为抢手， 为饱受职业
病、更年期综合征、老年病困扰的中老年上班族
提供养生规划、心理辅导、智力支持的产业更为
发达；而保险业、医疗保健甚至处理劳动纠纷的
律师行业都可能找到新的增长点……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表示， 延迟退休
必须有一系列制度红利兜底

,

不能让延迟者吃
亏。比“一刀切”更好的是弹性退休，首先可以从
女性开始，允许有意愿的女性工作者

５５

岁退休，

实现男女平等；其次，通过政策引导，实现正常
退休、提前退休以及超龄退休的福利差异，清理
越早退、养老金越多拿的“倒挂”政策；最后，针
对就业和劳动力人口、收入分配等因素，逐步提
高退休年龄上下限。

杨燕绥认为， 想早退休可以找出各种理由，

不想退休也能重新就业。真正由政府决定的延迟
退休的关键，是个人何时能领取养老金。

也有专家建议， 解决养老缺空需要从长计
议和精算平衡。例如，目前空账的重要原因之一
是国企改革时职工下岗退休，工龄视同缴纳，形
成几万亿空账，但现在国企效益不可同日而语，

不少国企甚至已经成为世界
５００

强，可考虑让国
企提高利润上缴比例，专项填补以往缺空。

（新华社北京
１

月
２６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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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单独两孩”政策出台亮相，到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浙江
省率先放开“单独两孩”政策，全国多地“单独两孩”

政策相继迎来实施一周年。

一年的时间，公众看到的是，两孩申请并未出现
担忧中的“井喷式”增长，但人们看不到的是，随着
“单独两孩”生育期的到来，养育、医疗、教育等资源
问题正逐一碾过诸多“单独”家庭的心头，

成为他们躲不开、绕不过的“后顾之忧”。

１００

万对：

数字背后的理性色彩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３

日，安徽省正式实施“单
独两孩”政策。记者从安徽省卫生和计划
生育委员会获悉， 目前安徽省已有

２．８

万
个符合“单独”条件的家庭领取了“单独两
孩”准生证。截至

２０１４

年底，安徽省有约
７８００

名“单独两孩”出生。

在启动“单独两孩”政策之前，安徽省
曾进行过生育意愿调查，结果显示，安徽
省城镇家庭目标人群（即符合“单独”条件
的）有

３１．７５

万，有意愿生育“二宝”的家庭
占
６０．２１％

， 约有
１９

万对夫妇符合条件并
愿意生育“二宝”。预计政策实施后，安徽
省在

２０１４

年将发证
４

万至
５

万张。实际申领
的数字并未达到预测。

在河北省， 当地卫生计生委公布的
“单独两孩”申请数为

３

万多人，也低于政
策实施前的预测，并未出现预测的“生育
潜能大释放”和“生育堆积”现象。

国家卫生计生委此前召开的新闻发
布会介绍，一年来，“单独两孩”政策顺利
落地， 全国已有近

１００

万对单独夫妇提出
再生育申请，符合预期。

“目前来看，很多符合条件的家庭，还
未想好要不要生‘二宝’，有的则是不愿意
生了。” 安徽省卫生计生委相关处室负责
人指出，现在对于是否要生育“二宝”，很
多育龄妇女更加理性。

生还是不生：

不得不算的成本账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 由于经济压力、

女性职场压力、孩子养育压力等，一部分
人尽管在政策范围内可以再生育，但对于
是否实现再生育持谨慎态度。

今年
３５

岁的汪琴是合肥某社区的工
作人员，自从“单独两孩”政策放开后，她陷入了纠
结。如果要两孩，势必会对她的工作产生影响。“要工
作上的发展还是家庭上的和谐， 对我来说是个单选
题。”汪琴显得有些苦恼。

记者采访了解到，职业女性普遍在“生两孩”上
犹豫不决，从怀孕到孩子出生再到上幼儿园，这期间
母亲将大量甚至全部时间和精力放在照顾孩子和家
庭。“如果生两个孩子，不仅工作年限大打折扣，精力

上也不够投入， 很多女性不能不考虑职场的竞争压
力。”汪琴说。

“再生一个孩子增加的教育、 医疗等经济成本太
高，而且父母年纪越来越大，到时他们的养老费用加上
抚养孩子的费用， 不管是从经济上还是从精力上都无
法承担。”今年

２８

岁的陈倩芸坦言，现在再养育一个孩
子的时间、精力成本和教育成本都会让她觉得吃不消。

事实上， 即便是已经生育的家庭也面临着养育
和教育的成本压力，但“养儿防老”成为一
些“单独家庭”养育两孩的主要动因。

安徽省寿春镇民主社区张营营于
２０１４

年申请办理了“单独两孩”的生育证。

第一个孩子已经
４

岁的她坦言，两个小孩的
养育费和以后的教育费用是面临的最大难
题。但张营营认为：“家里一个小孩的话，以
后负担会比较重， 一个人要养育

４

个老人，

考虑到养老觉得还是再要一个小孩。”

“忙得团团转”：

公共资源“紧缺”正在走近
国家卫计委新闻发言人毛群安日前

表示，截至
２０１４

年底，近
１００

万对单独夫妇
提出再生育申请的数字，基本符合此前专
家的总体判断，当时专家预期的峰值是一
年度不超过

２００

万孩子出生。

家住合肥市世纪阳光花园的陈女士是
一位“二宝”准妈妈，“做产检的时候就发现
哪家医院都是爆满， 第一次产检打算去家
门口一家三甲医院，

８

点不到就到了， 大厅
里早就坐满了人，护士说早上

６

点半就开始
挂号了， 专家号更是一个星期前就开始预
约。”陈女士说，产检期间她早就学会了网
上预约等各种抢号攻略， 不过还是担心生
产的时候会没有病房，已经在提前预约了。

安徽省妇幼保健院产科主任郭宇雯
告诉记者，“单独两孩”放开之后，医护人
员每天都忙得“团团转”。“我一个人接待
门诊的人数从以前的几十人到现在几乎
每天都

100

人，床位也爆满，到最高峰期加
床都没有地方了。 医生每天不敢休息，不
敢生病。”郭宇雯坦言，随着“单独两孩”的
放开，医疗资源不足更加凸显，尤其是城
乡医疗资源没有得到合理利用。

安徽省卫生计生委相关处室负责人
认为，随着“单独两孩”政策开放，第一批
领取生育证的家庭将逐步进入生育期，

２０１５

年
３

至
４

月份或将迎来第一批申请“单
独两孩”生育证家庭的生育期。

合肥市包河区教体局党委委员吴家
良表示， 学生增加是按照人口增加测算的， 每增加
１０００

人，可能增加
３０

名幼儿上幼儿园，“单独两孩”政
策对于学校的影响相对比较滞后， 预计

３

至
６

年后才
会有所体现。

但陈女士已经开始担心：“这个宝宝会不会像之
前的‘金猪宝宝’、‘奥运宝宝’一样遭遇‘入托难’、‘入学
难’？”

（新华社合肥
１

月
２６

日电）

1.首批进淮军项酒：礼品、五年、八年、十年等品种
酒10万元，送面包车一辆（价值3万元）；补贴门面房租金
2万元，1位营业员的工资2万元；另送1万元门头装修费、

1万元品尝酒、1万元手机充值卡，共计10万元（以淮军贡
酒10年原浆酒作价支付）。

2.首批进货20万元，特惠政策翻一番，给40万元酒，

以此类推，多进多送！每县、区仅招一家代理商！

招商电话： 400-0909-897� � 13865950648

一、招商条件：

（解释权归淮军酒业）

有较强经济实力。

有较广的人脉资源。

热爱淮军贡酒。

首批进货10万元。

二、特惠政策：

□

新华社记者周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