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延迟退休年龄具有重要性和迫切性。目前

中国采取的退休年龄政策：女工人的退休年龄

是50岁；女干部尤其是女性管理层的退休年龄

是55岁；男性职工退休年龄是60岁。从养老金

制度现状看，目前参保人数是2.7亿，缴费人数

则并未达到2.7亿人，仅为2.17亿人，退休人数

达到 1.02 亿人。如果进行延迟退休年龄改革，

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

假定从2022年开始实施延退，第一步是女

性工人退休年龄每三年提高一岁，由50岁提高

到55岁；第二步，当女性职工延迟到55岁时，

男性开始启动延退改革，按照每三年一岁同步

提高退休年龄；第三步，最终达到男性65岁退

休和女性60岁退休的结果。

在上述假定条件下，延退前、延退后养老

保险制度的参保人员和可持续性的变化情况

如下：

一、延退与没有延退：退休人数的比较

对延退前和延退后的情况进行比较。图1是

没有延退的情况下退休人数预测，图2是实施延

退后的预测。

2019 年，中国的退休人数为 1.02 亿人左

右。如果不进行改革，那么到 2050 年有将近

2.78亿的退休人口，几乎增长了3倍，参保离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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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人员占退休年龄及以上人口的比例将超过

60%。如果采取改革、延长退休年龄，到2050

年，总退休人数将达到2.1亿左右，会比不改革

的情况下减少 5 千万到 6 千万的人口。可以看

到，延退政策非常有用且非常有价值。

二、延退与没有延退：制度赡养率的比较

图3是不改革的情况。养老保险制度涉及两

种赡养率，第一是参保赡养率，计算的是参保

人数，用蓝色曲线表达。红线显示的是缴费赡

养率。10年前大概只有90%的参保人缴费，而

现在减少到80%的参保人进行缴费。这意味着

每10个参保人中至少有2个人对是否继续缴费

持观望态度，因为养老金制度的激励性不是很

大。因此，在中国讲赡养率时，要讲这两个比

率，一是参保赡养率，二是缴费赡养率，这是

中国的特殊国情。然而，西方国家讲赡养率

时，其参保赡养率和缴费赡养率几乎是一样

的。2019 年，中国参保赡养率是 37.7%，如果

不改革，到 2050 年将有超过 81%的参保赡养

率，这一数字翻了两倍。2019年，缴费赡养率

是 47%，到 2050 年，预计这一数字会达到

96.3%，这意味着几乎一个在职职工赡养一个退

休员工，是将近1：1的比例。

图 4 是改革后的情况。如果我们采取延迟

退休政策，到 2050 年，缴费赡养率将达到

65.5%，这样的缴费赡养率还是可以接受的，

而参保赡养率将会是 51.4%，比不改革的情况

好得多。

图1 2019-2050年没有延迟退休政策下企业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退休人数预测

图2 2019-2050年延迟退休政策下企业职工基本

养老保险退休人数预测

占退休年龄及以上人口比例参保离退休人数

图3 2019-2050年没有延迟退休政策下企业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赡养率变化

图4 2019-2050年延迟退休政策下企业职工基本

养老保险制度赡养率变化

参保赡养率（下轴） 缴费赡养率（上轴）

23



三、延退与没有延退：基金收入的比较

从图 5 和图 6 可以看出，2019 年至 2050

年，没有延迟退休政策下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基金收入预测和延迟退休政策下企业职工基

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预测的差异。如果不改

革，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到2050年

前将达到23.6万亿。如果改革，基金收入将增

加到24.8万亿；如果不改革，到2050年企业职

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占GDP的比重为6%；

如果改革，到 2050 年这个数字会超过 6%，达

到6.3%。

四、延退与没有延退：基金支出的比较

从图7和图8可以看出，延退对支出的影响

要远大于对收入的影响。如果不改革，到2050

年，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将接近35

万亿；如果改革，基金支出则降至28亿元，可

以减少 7 万亿的压力。从 GDP 占比的角度看，

如果不延退，2050 年的支出占 GDP 比例高达

8.9%；然而，如果实施了延退，2050年的养老

金支出将降至 7.1%，大约下降近 2 个百分点。

由此看来，延退对提高养老金制度的可持续性

是非常有意义的。

图5 2019-2050年没有延迟退休政策下企业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预测

图6 2019-2050年延迟退休政策下企业职工基本

养老保险基金收入预测

基金收入 占GDP比例

图7 2019-2050年没有延迟退休政策下企业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预测

图8 2019-2050年延迟退休政策下企业职工基本

养老保险基金支出预测

基金支出 占GDP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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