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或许你已有感受，在一些
企事业单位，今明两年退休人
员有增加的趋势。

要计算退休人口规模，出
生人口数量是重要参考指标。
依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历年
出生率和总人口推算，1949
年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经历
了3波人口出生高峰———

第一波是1950年至1958
年，其间有6个年份出生人口
数量超过2000万；第二波是
1962年至1975年，每年出生人
口均超2000万，1963年的峰
值更是接近3000万；第三波是
1981年至1997年，每年出生人
口均超2000万。

“按60岁的退休年龄往
回推，今年对应的是1962年，
也就是第二个出生高峰的起
始年份。”南开大学经济学院
教授、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原
新说。按出生人口数简单推

算，全国迈入60岁的人口数，
去年不到1200万，今年超过
2400万，明年接近3000万，这
么一对比，“退休潮”就更明
显了。

当然，这并不是说一年就
有这么多人同时退出工作岗
位。目前中国执行的退休年
龄标准，主要是男干部及职工
60岁，女干部55岁、女职工50
岁，换言之，5年前或更早之
前，相当一部分1962年左右
出生的女性已经退休。此外，
还有近5亿农村人口没有严
格的退休制度。但60岁人群
规模扩大已是不争的事实。

实际上，近10年间，中国已
跨过了第一个快速人口老龄化
期。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
显示，2020年，中国大陆地区
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总量
为2.64亿，已占到总人口的
18.7％。从2010年“六人普”到

2020年“七人普”的10年间，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增量明显
高于前一个10年。

“从理论上来说，出生高
峰未必就一定对应退休高
峰。”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陆杰华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只有当
社会制度等常量不发生变化、
出生规模特征明显且持续时
间足够长时，退休人口数才会
呈现相应的变化态势，这是人
口学变化的正常过程。多位
专家也认为，参考出生人口数
等指标，伴随着中国社会老龄
化程度加深，退休人群规模有
所扩大将是不争的事实。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劳动年
龄人口数量从2012年开始出
现下降，年均减少300万以
上，预计“十四五”期间还将减
少3500万人。

“退休潮”的说法咋来的？
全国迈入60岁的人口去年不到1200万，今年将超2000万

退休人口增加会带来哪些影响？
有挑战，但不必太过紧张，积极因素也不少

““退退休休潮潮””
真真的的来来了了吗吗
别别紧紧张张，，养养老老金金按按时时足足额额发发放放
没没问问题题，，劳劳动动力力正正是是年年富富力力强强

退休人口增加会带来哪
些影响？在许多长期研究人
口学的专家看来，有挑战，但
不必太过紧张。

退休人口增加，意味着
全社会需要支付的养老金更
多，对社会养老服务体系提
出更高要求。人口老龄化也

会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长远
影响。

中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
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截至
今年6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
险参保人数达10.4亿人。多
年来，全国基本养老金持续
上涨，今年再次上调4%，惠
及上亿退休人员。8月18日
公布的2021年度全国社会保
障基金年度报告显示，到
2021年末，社保基金资产总
额突破3万亿元，达30198.1
亿元。人社部方面多次强
调，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没
问题。

那么劳动力呢？根据国
家统计局对2020年第七次人
口普查数据的解读，中国16
至59岁劳动年龄人口为8.8
亿人，劳动力人口资源仍较
充沛；人口平均年龄38.8岁，
依然“年富力强”。这是我们
应对此轮“退休潮”挑战的
基础。

低龄老人数量可观。去
年中国的平均预期寿命迈过
78岁的门槛，中国确实进入

“长寿时代”。而且当前及今
后退休的老年人，多是改革
开放后进入劳动力市场，受
教育水平、工作技能比以往

2022年9月2日 星期五 编辑 石晶 美编 王涛

12—14

迎接人口结构变化的底气何在？
中国多年发展积累的
制度和物质储备

其实，老龄化不可怕，不适应才会
出问题。

眼下，越来越多的企业和品牌围
绕“银发经济”开拓新的发展空间。
这是全社会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趋
势的一个缩影。

“十四五”规划提出，实施积极应
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目前，相关
政策调整已出台或正在谋划中。《国
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
已划线到2050年。个人养老金制度、
延迟退休等相关政策也已经出台或正
在谋划中。

以大家关心的养老金为例，过去
10年间，全国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增加
2.5亿人，多层次、多支柱的养老保险制
度已确立。划拨国资充实社保基金、
中央调剂金制度、全国统筹等举措也
陆续实施。

针对一些人担心的退休人员养老
问题，制度体系正不断完善。

今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公布《关
于推动个人养老金发展的意见》，标志
着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制度正式
出台。

8月25日，人社部养老保险司负责
人亓涛表示，2021年企业职工基本养
老基金收入4.4万亿元，支出4.1万亿
元，当期收支总体平衡，略有结余；今
年以来基金仍保持平稳运行态势，上
半年还调拨资金1240亿元，用于困难
省份的养老金发放。中央划转1.68万
亿元国有资本充实全国社保基金后，
社保基金还有超过2.6万亿元的战略
储备。

中国多年发展积累的制度和物质
储备，是我们迎接未来人口结构变化
的底气。中国将经历“边富边强边老”
的进程，需要我们积极应对，将人口老
龄化的挑战转化为推进经济发展、社
会进步、人民幸福的正向因素。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成都商
报》、《重庆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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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较大提升。2020年“七人普”数据
显示，60岁及以上人口中，有高中及以
上文化程度的有3669万人，占比为
13 .9%，比10年前提高了4.98个百
分点。

此外，随着机械化、产业数字化、
智能化水平提升，中国的劳动力市场
也不全是过去的“体力活”，就业对年
龄的包容性更强；退休人群收入水平
提高，老年产品和服务的消费扩大，也
有利于带动相关产业发展。

国家发展改革委社会发展司司长
欧晓理近日表示，从国际横向比较看，
当前中国老龄化进程总体上与经济发
展水平相当。在人民生活的持续改善
下，中国老龄化程度还会进一步加深，
本世纪中叶将达到主要发达国家水
平，但届时也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因此，这是一个“边富边强
边老”的历史进程，面临挑战的同时蕴
含着巨大的发展机遇。

最近，不少
企事业单位正
迎来新一波“退
休潮”。上世纪
60年代初“婴儿
潮”中出生的一
批老同志，正密
集走向退休临
界点，准备开启
人 生 的“下 半
场”。

网上的讨
论也挺火：“今
后几年，身边的
老同事要退一
大批”“‘60后’
群体陆续进入
退休生活”“史
上 最 大‘ 退 休
潮’将至”……
这些话题，老中
青三代都很关
注。目前，中国
退休人群究竟
有 多 大 规 模 ？
将给经济社会
发展带来什么
影响？养老制
度建设已做了
哪些准备？随
着中国人口增
长趋缓甚至负
增长，“退休潮”
会不会带来明
显的社会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