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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回职场 欢迎vs反对

日本目前的法定退休年龄
虽仍然维持在60岁。但《老年
人雇用安定法》从2013年就开
始规定，企业有义务通过返聘、
提高年龄限制等方式雇用有意
愿工作的老年人直到65岁。而
今年4月1日开始实施的新规，
则进一步把企业员工的年龄提
高到了70岁。目前，该法规仅
仅要求企业根据自身情况灵活
应对老年人的就业问题，并不
具有强制性，但大部分日本媒
体都将其解读为日本为实施
70岁退休制度迈出的一大步。

据日本内阁府对60岁以
上仍在工作的人群所作的调查
显示，一半以上的受访者表示，
只要身体状况允许，哪怕超过
了70岁也想继续工作。然而，
受访者中近七成从事企业管理
或专业技术型工作，本就工资
待遇优渥、社会地位相对较高。
长期以来，日本大部分企业都
实行年功序列制度，即员工薪
资与工龄直接挂钩。因此，如
果延长退休年龄，企业的人力
成本将会大幅增加。老年员工
继续工作的意愿与企业对成本
增加的担忧之间形成了很大的
温差。企业方面还担心通过返
聘制度重回工作岗位的老年人
员工的工作状态不佳，无法达
到法规最初的期待。

日本金融界大企业三菱
UFJ有限公司咨询部门组织人
事战略部部长石黑太郎对此直
言不讳：“据我了解，在依据新
规重回职场的老年员工之中，
其本身的价值得到肯定、受到
周围人尊敬的人不足两成，大
部分返聘员工的工作状态并不
让人满意。退休之前在职场上
相当活跃和勤勉的员工，被返

聘后因为立场发生了变化，反
倒给同事们添了不少麻烦。这
样的例子并不少见。”

诚如石黑所言，日本的年
轻职员对于返聘制度也颇为不
满。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年轻
员工开始在社交网络上抱怨：
不仅自身的工作年限越来越
长，还不得不服从返聘员工的
指挥，职场氛围日益紧张，自身
的晋升空间遭到阻碍……

退休生活 富足vs贫困

延迟退休，不少日本老年
人对此心态复杂。生活在世界
第三大经济体，日本老年人的
生活状况却远没有外界想象的
那么富足。相反，日本老年人
口的贫困问题甚至越来越频繁
地出现在人们视线中。

72岁的小林智昭每天都在
担心自己将因付不起房租而流
浪街头。他经常会到东京都新
宿区排队领取免费发放的食
物，以削减生活开支。而队伍
中，大部分人都是和他一样的
老年人。小林每两个月才能领
到5万余日元的养老金，远不足
以支付日常的生活开销。因
此，他一直都在游戏厅里做清
扫卫生的小时工，勉强维持生
计。但是，由于新冠疫情在日
本迟迟得不到有效控制，游戏
厅被关停，小林的收入来源也
被切断。“这是最后一个月了，
我交不起下个月的房租了。”

生活贫困，甚至成为日本
老年人犯偷盗罪的主要原因。
80多岁的惠子表示：“想要养
老，就需要至少2000万日元
（约合人民币120万元），可是
我手里只有1500万日元（约合
人民币90万元）。”经济层面的
需求与实际生活状况之间存在

巨大的沟壑，这导致了老年人
的焦虑与不安。而70多岁的
老人高田甚至因为没法养活自
己，只好通过偷盗来获得监狱
中的“免费”生活。服刑期满被
释放后，他就会再次偷盗，以便

“重回”监狱。
老年人继续工作的意愿强

烈，主要是出于对自身经济状
况的担忧。然而，有日本媒体
表示，除了少部分管理职位和
高技术型人才外，大部分返聘
员工需要每年续签合约，薪资
待遇较60岁之前减少三成到
七成。而对于那些从事体力劳
动的老年人来说，延期退休只
是意味着增加了个人被资本剥
削的时间长度而已。比起可以
享受到“资历”所带来的益处，
从事体力劳动的老年人则是随
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没有工作
能力，却依然“不得不继续工
作”，才能勉强维持生计。这部
分老年人多从事商店收银员、
清洁工、送货员、出租车司机等
不需要专业技术、完全依靠体
力劳动的工种。他们只能按小
时计算工资，没有配套的社会
保障。一旦国家经济状况、企
业运营状况，或者自身健康状
况等因素发生问题，他们就会
面临断绝收入的危险。

老少两代 理解vs误解

无论是出于主动或是被
动，日本的老年人已经开始在
工作岗位上奋斗不止，但日本
社会真的对迎接超级老龄化的
到来做好了准备么？

不少受访的老年人表示，
对自己后续养老、医疗等问题
有很多的不安，日本社会并未
给他们提供充分的照顾。

不仅如此，还有老年人表

示，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会
从年轻人那里感受到歧视与不
满。例如，老年人租住公寓的
时候，会有人担心他们孤独死
亡而拒绝出租；独身老人去旅
馆住宿会被怀疑是否是要来旅
馆自杀……

同时，年轻员工与老年员
工之间也很难达成相互理解。
一方面，老年员工认为，正是由
于自己年轻时努力工作，才创
造了今天日本的财富，现在的
年轻人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
在富裕的物质条件下享受生
活；另一方面年轻人则认为，日
本超高的老龄人口比重使得自
己必须承担更多的社会压力。

在这种相互的不理解之
下，不少老年人认为，比起受到
年轻人的照顾，他们更愿意选
择老年人之间互相支撑扶助的
养老方式。然而，看护、医疗等
专业工作又离不开年轻人的参
与。日本不同年龄层之间的误
解正在慢慢加深。

伴随着上世纪50年代末
以来的经济高速增长，日本国
民的平均寿命连年上升，出生
人口不足和劳动力短缺状况日
益严峻。上世纪70年代，日本
步入老龄化社会。从80年代
开始，每隔10至20年，日本政
府就会把退休年龄延长5年，以
防止国家社会保障体制崩溃。
50年来，日本人的退休年龄逐
步由55岁朝着70岁的大关
迈去。

尽管采取了各种延缓老龄
化的措施，但日本依然在超级
老龄化社会的路上越走越远。
如何应对人口超级老龄化所带
来的问题，这不仅是日本国民
深切的担忧，也是日本政府无
法逃避的责任。

据《新民晚报》

7700岁岁退退休休

超超级级老老龄龄化化
日日本本准准备备好好了了吗吗？？

44月月11日日，，日日本本开开始始实实施施修修订订后后的的《《老老年年人人雇雇用用安安定定法法》》，，为为有有意意愿愿的的老老年年人人
提提供供就就业业机机会会，，鼓鼓励励企企业业雇雇用用老老年年人人至至7700岁岁。。

最最新新数数据据显显示示，，日日本本6655岁岁以以上上的的老老龄龄人人口口达达到到33661177万万，，比比重重高高达达2288..77%%，，且且
将将连连年年上上升升。。这这意意味味着着，，在在日日本本每每三三到到四四个个人人中中就就有有一一名名老老年年人人。。

分分析析认认为为，，修修订订《《老老年年人人雇雇用用安安定定法法》》主主要要是是为为了了应应对对少少子子化化所所带带来来的的人人手手
不不足足难难题题，，以以及及减减轻轻用用于于养养老老金金支支出出的的财财政政负负担担。。

修修订订后后的的法法规规会会给给日日本本社社会会带带来来怎怎样样的的影影响响？？能能在在多多大大程程度度上上缓缓解解老老龄龄化化
和和少少子子化化现现象象带带来来的的压压力力呢呢？？一一切切仍仍是是未未知知数数。。

■ 相关链接

韩国五旬人口最多
老龄化趋势难挡

韩国行政安全部最新
统计显示，韩国各年龄段
人口中，50岁至59岁人口
高居榜首，60岁至69岁人
口排名第三，老龄化趋势
持续。

《韩国先驱报》4月11
日援引这组数据报道，截
至今年3月，韩国50岁至59
岁人口为861万，排名第
一；40岁至49岁人口为825
万，排名第二；60岁至69岁
人口为687万，排名第三。

值得注意的是，韩国
30岁至39岁人口为681万，
连续第二个月少于60岁至
69岁人口数量。自有记录
以来，今年首次出现韩国
30岁至39岁人口少于60岁
至69岁人口的情形。

韩国65岁及以上人口
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升至
16.6%，创下有记录以来的
最高纪录，这意味着平均
每6个韩国人中就有1人年
龄不小于65岁。当这一占
比达到20%，将意味着韩
国迈入“超高龄社会”，不
少人预测韩国会在2025年
迈入超高龄社会。

伴随老龄化和少子化
现象，韩国人口平均年龄
达到43.3岁，刷新最高纪
录。从性别看，韩国女性
平均年龄为44.5岁，男性
平均年龄为42.2岁。

据新华社

老人在服装店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