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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退休潮”

平均每年平均每年20002000万人退休万人退休————

该如何应对最大该如何应对最大““退休潮退休潮””

放眼全国，不少省份的退
休人数体量已达“百万级”。
北京、江西、内蒙古等地都在
300万人以上，广东超700万
人，浙江更是高达915万人。

此前半月谈发文称，从现
在开始至未来10年间，我国将
迎来史上最大“退休潮”，60后
群体持续进入退休生活，以平
均每年2000万人的速度退休。

我国已从今年1月起正式
实行养老保险全国统筹。作
为“第一支柱”，基本养老金覆
盖面虽广，其替代率却在逐年
下降；作为第二支柱的企业年
金、职业年金，覆盖面则较小。

不久前，“第三支柱”个人
养老金已横空出世，新的顶层
设计将如何补上养老缺口？
面对越来越多的“新”老年群
体，该如何保障他们晚年生
活？

2022年，出生于1962年的男
性将达到60岁的退休年龄，大多
数出生于1972年的普通女职工也
将在今年退休。

实际上1949年以来，中国先
后经历了 1950~1958 年、1962~
1975年和1981~1997年三次“婴
儿潮”。其中最大的一次，就是
1962年开始的这个波峰。

期间，中国年均出生人口达到
2583万人，分别比前后两次“婴儿
潮”年均多出 506 万人和 377 万
人。

以此推算，此峰值期间出生

的“60后”和“70后”，将在2022~
2035年前后步入老年期，成为退
休大潮的“主力军”。根据国家统
计局数据整理，上世纪60年代，
出生人口高达2.39亿人，而后的
70年代则达到了近2.17亿。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1963年
出生的人口是近 70年来的最高
值，新生儿多达2975万人，出生率
为43.60‰。这也意味着，明年退
休的人数可能更多。

这一轮“退休潮”带来的影响
将是多方面的。

首先就是劳动年龄人口的持

续大幅下降。复旦大学人口与发
展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老
龄研究院院长彭希哲指出，在这波

“退休潮”中，每年都会有超过
2000万人退休；与此同时，我国每
年新增的潜在劳动力供给大概为
1700万~1800万。也就是说，我
国每年都会减少300~500万劳动
年龄人口。

这将加大养老金压力。彭希
哲表示，一方面退休人数增加，导致
领取养老金的人数增多；另一方面
退休人数比新增加的就业人数多，
缴纳养老金的人数则会持续下降。

早在2020年，“十四五”规划曾明确要
“发展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提高企
业年金覆盖率，规范发展第三支柱养老保
险”。2021年和2022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
告，又接连提出要规范发展第三支柱养老保
险。

所谓第三支柱养老保险，就是个人储蓄
性养老保险和商业养老保险。此前，相关领
域没有全国统一的制度性安排，是多层次养
老保险体系的短板。今年4月，国家正式出
台《关于推动个人养老金发展的意见》，第三
支柱的制度“空白”终于被补上了。

这并非一种“替代”，而是更好的“补
充”，让普通人有了更多的选择。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资本金融系教授
胡继晔此前分析，第一、二支柱与单位挂钩，
而“第三支柱的推出，其实是为我们养老金和
资本市场的深入结合创造了一个新的空间，
第一支柱、第二支柱我们个人没有选择的权
利。第三支柱我们个人是有选择权的”。

放眼全球，参考日、德、美等国的经验，
第三支柱建设对低收入群体、灵活就业人群
尤为重要。

不过，个人养老金即使落地，缓解养老
金的压力或许还要些时日。中国人民银行
金融研究所前所长姚余栋就认为，要缓解第
一支柱养老金压力，第三支柱替代率至少应
达到10%。

也因此，国家仍在不断“加固”一、二支
柱。

对于第一支柱，从上世纪90年代建立
以来，我国养老保险制度从县级统筹起步，
一直逐步提高统筹层次。2018年7月，我
国建立实施了基金中央调剂制度，适度均衡
了省与省之间养老保险基金负担。而从今
年1月起，我国养老保险已进一步开始实施
全国统筹。

对于第二支柱，2021年1月，国家也针
对企业年金、职业年金存在的不足，印发了
《关于调整年金基金投资范围的通知》，对年
金基金投资范围作出调整，包括提高权益类
投资的比重，从30%提高到40%等。

退休大潮来临时，老人们安享晚年的
“钱袋子”，正被努力附上更多层“保险”。

（文中采访对象系化名）（老年日报）

从现阶段来讲，中国多层次养
老保险体系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

“三支柱”。
第一支柱是基本养老保险，包

括城镇职工和城乡居民养老保
险。从覆盖率来说，全国超过90%
以上的人口都有养老保险。但是，
不同板块之间的养老金仍然存在
差异。

欧阳笠距离“正式退休”还有
不到4个月时间。她将要领的，就
是大多数人熟悉的“基本养老金”。

8年前，做了半辈子生意的欧
阳笠离开老家，随家人搬到了省会
城市，找到了一份稳定工作。原本
以为交上了城镇职工的社保，未来
养老金无虞。

但临近退休，老家人社局的工
作人员却告诉她，因其在新城市缴
纳社保未满10年不符合当地“退
休政策”，又已满法定退休年龄，她
必须今年回到老家办理退休，“开
始领养老金”。

欧阳笠正在寻找解决的办法，
她告诉我们，“虽在省会缴纳保险

不满10年，无法办理退休；但也不
满15年，据说我可以在网上办理
延迟退休，继续自费缴纳几年社
保，凭借多缴多得、长缴多得的原
则，未来拿到的养老金就会更多。”

为了争取“更多养老金”的可
能，眼下欧阳笠还在两座城市之间
奔忙，“这将决定我未来几十年每
个月领多少钱，很大程度影响生活
质量，即使折腾也值”，欧阳笠说。

虽然覆盖率高，但正如武汉大
学公共经济与社会保障系教授王
增文所说，“基本养老保险金或者
叫基本养老金，已经退回到保基本
生活的层面，如果需要更高的生活
水准，或者更高的保障水平和更高
的服务水平，就必须通过另外两个
支柱。”

基本养老金之外的第二支柱，
就是企业年金或职业年金。

2020年退休的田红，此前在
一个大型央企工作，每个月企业都
会为其缴纳“年金”。退休前，她每
月到手收入大约为6500元；退休
两年来，她每个月基本养老金为

5300元左右，但刚退休的前三年，
企业年金每月还会给她返补充养
老金2800元左右。

算下来，她退休初期每月实际
收入8100元左右，比工作时甚至
还高出近1600元。“虽然年金只返
三年，只能算作过渡，不会让人退
休后生活水平骤降。但有了这笔
钱，不少同事也都盼着退休。”田红
笑言。

不过，像田红一样的人仍是少
数。正如复旦大学人口与发展政
策研究中心主任彭希哲此前指出，
作为“第二支柱”，近年企业年金和
职工年金有一定发展，但覆盖人群
仍然有限，且企事业单位面临的经
济负担压力较大。

据人社部披露数据显示，截至
2021年末，全国建立年金的企业
数量为11.75万家，参与职工2875
万人，总规模约2.64万亿元。而根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同年年末国内
就业人口约7.46亿。这意味着，全
国就业人口中只有3.85%左右，参
与了企业年金或职工年金。

构建多支柱体系

两大支柱的现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