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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多个国家和地区实施了退休年龄改革，以缓解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养老金支付 

压力，而我国有关部门也正在研究推迟退休年龄。通过世界 172个国家和地区退休年龄的比 

较，发现我国现行退休年龄制度存在身份差别、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等不足。根据全球退休年龄 

改革的趋势，建议我国采取 “分步走”的方式推迟退休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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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parative Study on Retirement 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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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order to relief the pressure of pension fund，some countries and regions，as well as 

China，carried or is planning to carry out the retirement age reform during recent years．Based on 

the comparison between the systems of 1 72 countries and regions all over the world，we found that 

the current system of our country has some shortcomings，such as gender difference in the system 

and lower than world average leve1．Following the world retirement age reform ing tendency，we can 

postpone our retirement age step by st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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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年龄作为养老保险待遇支付的重要条件受多重因素的影响，但其主要是根据养老保险基金的 

收支平衡状况来确定的。近年来，随着人口老龄化加速以及人均寿命的延长，多个国家和地区已经或 

正准备采取推迟退休年龄的方式来缓解养老保险基金的支付压力，如法国  ̈、德国、美国等。而我 

国推迟退休年龄的呼声也日渐提高，早在2008年底，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障研究所所长何 

平就曾透露，相关部门正在酝酿条件成熟时延长法定退休年龄，有可能从2010年起渐进式延迟退 

休 J。2010年9月1 1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王晓初表示，正在研究推迟退休年龄 。此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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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一经传出，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四天之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官方对此消息予 

以了澄清，表示有关部门目前只是在研究一些 “延迟退休”的建议，不代表现行退休年龄规定即将 

更改，因此，我国暂时不会调整退休年龄 。从上述信息可知，迫于人口老龄化的压力，我国有关 

部门已着手退休年龄改革的研究，只是因改革影响甚广，所以较为慎重。但是我国部分统筹地区存在 

巨大的养老金支付缺口，因而已经尝试延迟退休，缓解支付压力，如上海④。 

目前我国关于退休年龄的改革存有较多的争议，且多数人持反对意见②。但是随着老龄人口的增 

加，社会抚养比逐步上升，养老保险基金的支付压力逐步增大，推迟退休年龄似乎是难以避免的趋 

势。本文将基于国际比较，分析我国退休年龄改革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并拟定相应的改革方案。 

一

、 我国与世界主要国家 (地区)退休年龄的比较 

1．世界主要国家 (地区)退休年龄启示 

根据美国社会保障署 (u．S．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发布的 《全球社会保障》 (Social 

Security Programs Throughout the World)所载数据，笔者对全球 172个国家和地区的退休年龄进行了较 

为深入的比较 (见表 1)，有以下启示值得我们关注。 

表 1 全球男女性平均寿命、平均退休年龄以及养老金平均受领时长对比表 

资料来源：Social Security Programs Throughout the World：Asia and the Pacific，2008． J Social Security Programs Throughout the World： 
Europe，2008．L Social Security Programs Throughout the Wodd：Mrica，2009． Social Security Programs Throughout the World：The 
Americas，2009．[。] 

(1)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的退休年龄要比经济欠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的退休年龄要大。因此， 

从平均值而言，欧洲的国家和地区的男性退休年龄和女性的退休年龄最高，分别为63．90岁、61．60 

岁；美洲国家和地区次之，分别为62．O1岁、60．67岁；其次为亚洲的国家和地区，分别为59．25岁、 

57．32岁；非洲国家和地区最早，分别为 59．16岁、58．33岁。 

(2)比较全球男性、女性的平均寿命以及平均退休年龄可知，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平均寿命 

等因素的影响，全球总体的养老保障的水平不均衡，具体包括：一是地区间的不均衡。从养老金平均 

给付时长来看，非洲国家和地区最短，男女性平均受领时长仅为 一0．065年；欧洲最长，男女性平均 

受领时长为 14．475年；其次是美洲，男女性平均受领时长为 13．42年；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男女性 

平均受领时长为 12．94年。二是性别问的不均衡。男性的养老金的受领时长要低于女性的，全球男性 

的平均养老金受领时长要比女性短 6．59年。 

(3)实施退休年龄弹性化的国家和地区共计 60个，占29．07％，其中亚洲和太平洋 13个；欧洲 

21个；非洲 16个以及美洲 10个。 

(4)全球男性的平均退休年龄高于女性的平均退休年龄。在 172个国家和地区中，男性的平均 

退休年龄为 61．08，而女性的平均退休年龄为59．48，因此，男性平均要比女性晚 1．6年退休。 

① Q 8，等1-1月z0日， 上迤_市人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了《关于本市企业高级技师延迟办理申领基本养老金手续的实施意见》 I沪人 养发
。

[200
。 。8I 4．号)更是在地方性的规范性文件中首次明确了弹性退休以及退休年龄的推迟问题。该意见规定：_从2oo8 篓

．

1
．

2
．
月1 13 ， 条件的全业商缓垫l师可 延 理申领基夺养老金手续的年龄，原则上女性不超过60周岁，男性不短过65 
口H2010 9 ．6．．13；．上 市人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了《关于本市企业各类人才柔性延迟办 甬领篡本养老金手垂两试 行煮见 

．
沪厶社羞 ．[ 9]47号)，该意见规定，符合规定人员，可以延迟申领养老金，通常年龄限制。为勇任_二厩禾超过6 周岁

， 女性一般不超过 60周岁。 。 

② 擐 耷 过9成的受访者表示反对推迟退休年龄。参见赵洪杰等．凋查称9成以上网友反对延迟退休6成支持弹性制[EB／ 0L]
． 搜狐网，http：／／news．sohu．com／20100915／n274953932shtml，最后浏览：2011年 1月 2O日。 ⋯ ～ ⋯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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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从性别 比较的 

角度来看 (见表 2)，全 

球共有 66个国家和地区 

的男女退休 年龄不 同， 

占38．37％，其中亚洲和 

太平 洋 21个 (包括 中 

国)；欧洲26个；非洲 8 

个以及美洲 11个。且在 

表2 男女退休年龄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的平均退休年龄对比表 

所有66个男女退休年龄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中，男性的退休年龄均高于女性的退休年龄 (见表2)。 

2．我国现行退休年龄制度存在的问题 

我国现行退休年龄的法律依据是 1978年 《<国务院关于安置老弱病残干部的暂行办法 >和 <国 

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的通知》 (国发 [1978]104号)。其中 《国务院关于安置老 

弱病残干部的暂行办法》规定，男年满6O周岁，女年满55周岁的干部可以退休；《国务院关于工人 

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则规定，男年满60周岁，女年满5O周岁的工人，以及从事井下、高空、高 

温、特别繁重体力劳动或者其他有害身体健康的工作，男年满55周岁、女年满45周岁的工人应该退 

休。与上述世界主要国家 (地区)退休年龄比较，我国退休年龄制度存在以下问题。 

(1)退休年龄存在较大的身份差别。目前我国的退休年龄存在较大的身份差别，一方面，男性 

与女性的退休年龄差距较大。另一方面，女性职工与女性公务人员退休年龄存在差异。 

(2)男女退休年龄的差距过大。从上文的比较来看，男女性退休年龄的不同并非是因为歧视等 

问题形成的，但是全球所有采取不同的男女退休年龄的国家和地区男女性的平均退休年龄差为4．41 

年，而我国的男女退休年龄差则要比该平均值高，我国男性干部和女性干部的退休年龄差为5年，而 

男性职工与女性职工的退休年龄差则为 1O年。 

(3)退休年龄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我国的退休年龄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尤其是女性退休年龄远 

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世界男女性的平均退休年龄分别为61．08岁和59．48岁，而我国的退休年龄男 

性为60岁，女干部为55岁，而女职工则为50岁。此外，由于各地在执行退休政策时不规范，导致 

我国提前退休的现象较为普遍，据湖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的统计数据 ，2002—2004年湖南省办 

理的25万名企业退休者中，平均职工退休年龄只有52．3岁，提前退休人员9．4万人，占37％以上。 

而这种不规范做法，使得我国实际的平均退休年龄大大提前。 

(4)养老金的受领时长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结合平均寿命以及退休年龄，我国的男性养老 

金的平均受领时长为 11．3年，而女干部的养老金的平均受领时长为 19．8年，女职工的养老金的平均 

受领时长为 24．8年。与表2中的数据相比，我国男性的养老金平均受领时长比位于亚太地区、欧洲、 

非洲以及美洲的其他 171个国家和地区的平均时长都长，比总的平均值长4．38年；而我国女干部以 

及女职工的养老金的平均受领时长比其他 171个国家和地区女性的养老金平均受领时长分别长 6．06 

年和 11．06年。 

二、我国学界关于退休年龄改革的争论 

目前学界关于我国退休年龄的争议焦点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1．是否应该推迟退休年龄 

学界主流观点对该问题持肯定意见，认为我国应该推迟退休年龄。然而，有部分学者认为：“在 

较长时期内应遵循法定退休年龄，不应使它提前，考虑到就业压力问题，目前，亦不宜采取延后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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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的办法来缓解养老压力。”̈ u一从我国现行的制度规范和司法实践来看 ，更加倾 向于后者的观点。 

《<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21条规定：“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合同终止。”因此， 

在我国司法实务中，法院通常认定超过退休年龄的人员与用人单位之间不能构成劳动关系，仅为劳务 

关系①。但从前文所引述的消息来看，目前我国的有关部门也正在研究推迟退休年龄的问题。 

笔者较为支持肯定性的观点。其原因在于：一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的人均寿命显著提 

高，现行的退休年龄规定已落后于社会现状。我国现行的退休年龄规定最早始于1951年，当时的平 

均预期寿命仅为49岁，而2009年我国的平均预期寿命已增长为男性71．3岁、女性74．8岁。因此， 

目前退休年龄远低于平均预期寿命 ，导致我国平均的养老金受领时长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二是推迟退休年龄能够缓解在职职工的赡养负担。 《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百年预测研究报 

告》表示，2010年我国老年人口将达1．74亿，占总人口的12．8％，2020年进一步增至2．48亿，占 

17．2％，呈加速增长之势。人 口老龄化将使得人 口赡养率上升，增加在职职工的负担。根据测算， 

2000年的赡养率为19．91％ (相当于5个在职职工负担一位退休人员)，而2050年我国的赡养率将上 

升至46．40％ (相当于两个在职职工负担一位退休人员)。而据学者测算，男性退休年龄从60岁提高 

到65岁时，在预期寿命为76岁时，赡养率可以下降12．5个百分点，而在预期寿命为78岁时，下降 

12．8个百分点。在预期寿命为 78岁时，女性退休年龄如果从 55岁提高到 65岁，则赡养率将会从 

67．7％下降到 28．6％，下降39．1个百分点 (见表3) 。 

三是推迟退休年龄能够缓解养老保险 

基金的收支缺 口扩大 的趋势。2005年 5 

月，世界银行公布了一份关于中国未来养 

老金收支缺口的研究报告。报告指出，在 
一 定假设条件下，按照 目前的制度模式， 

2001年到 2075年间，我国基本养老保险 

的收支缺口将高达9．15万亿元  ̈。而根据 

劳动保障部和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 

国养老保险基金测算与管理》课题组测 

算，我国退休年龄每延长 1年，养老统筹 

基金可增收 40亿元，减支 160亿元，缓 

减基金缺口200多亿元。 

表3 我国城镇职工赡养率的变化 

资料来源：劳动部课题组．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与完善 [J]．北 

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4：58。 

四是推迟退休年龄能够适当地减轻企业负担 ，增强企业的竞争力。我国目前的养老保险缴费率非 

常高，而各界已就降低费率达成共识。为了维持基金的规模，当费率降低时，可通过延长退休年龄， 

相应地延长参保缴费的时间，缩短养老金的领取。为此，延长退休年龄，可以在维持养老金收支均衡 

的基础上，根据情况降低企业的缴费率，从而减轻企业的负担，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 

． 五是延长退休年龄有助于人力资本效用最大化。由于教育和科技的发展，目前人均的受教育时间 

越来越长，而且企业越来越注重员工的培训，人力资本的投人越大，然而在现行退休制度下，受教育 

时间越长，相应的工作时间越短，所以，延长退休年龄有助于人力资本效用的最大化。 

六是延长退休年龄并不一定会挤占年轻人的就业岗位。一方面，强制退休制度的实施并不必然能 

够强制劳动者退出工作岗位，由于强制退休使得他们不再享有劳动法的保护，因此，用人单位可能更 

倾向于继续聘用退休人员，从而规避缴纳社会保险费等成本；另一方面，能够继续留用的老年劳动者 

多数从事技术类、管理类工作，而此类工作多需要长期的经验积累，因此，强制老年劳动者退出，不 

① 笔者以为，此种观点有误。参见丁广宇，范围．超龄劳动者就业法律关系的性质认定 [J]．人民司法，200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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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不利于人力资源的有效利用，而且青年劳动者无法马上满足工作需要。 

2．是否应该建立弹性退休制度 

弹性退休制度是指在一定条件下允许劳动者提前退休或者延迟退休。目前我国学界对于建立弹性 

制度的呼声较高，认为现行的强制退休制度采取 “一刀切”的方式，对于部分高知识、高技术的劳 

动者而言属于浪费人才资源。因此，部分地区开始尝试建立弹性退休制度，如上海市 《关于本市企 

业各类人才柔性延迟办理申领基本养老金手续的试行意见》(沪人社养发 [2010]47号)。上海的改 

革一经推出，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多数人表示支持①，但是亦有人对此提出了质疑  ̈。 

2010年 10月28日，《社会保险法》由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 

过，该法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不足十五 

年的，可以缴费至满十五年，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也可以转人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或者城镇居民 

社会养老保险，按照国务院规定享受相应的养老保险待遇。”该规定明确了参保人缴费年限不满 15 

年的可以补缴，但是未规定补缴方式，意味着将来参保人可以自主选择一次性补缴或按月补缴，若是 

如此，则按月补缴意味着默许实施弹性退休。 

3．是否应该实行退休年龄男女平等 

有学者从男女平等的角度分析妇女比男性早退休的政策不符合我国的宪法和 《妇女权益保障法》 

有关男女平等的要求，与我国业已签署加人的国际公约关于男女平等的精神亦有冲突 。只有让女 

性与男性平等地参与创造社会财富的活动，先从经济上独立起来，才能保证女性在政治上、法律上等 

各方面独立解放，才能真正消除社会上歧视女性的现象，因此，男女同龄退休很有必要  ̈。 

笔者以为，此种观点是具有合理性的。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影响退休年龄高低的因素包括 

人均寿命、初始劳动年龄、劳动环境与工作性质、劳动力供求状况、养老保险基金储备以及社会经济 

发展水平 。退休年龄的高低根本上是取决于养老保险基金的支付能力，因此，退休年龄的确定， 

除了性别平等的考虑之外，更需考虑包括养老保险基金的状况、女性的劳动参与情况乃至女性抚育家 

庭的职责等因素。而根据美国社会保障署所提供的数据，男女不同的退休年龄政策异同跟国家和地区 

的经济发展水平没有必然联系，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所公布的数据，2009年，我国的人 

均 GDP为 3677．86美元，世界排名第 99位，而英国的人均 GDP高达 35334．32美元，位居世界第 22 

位，但都采取男女不同退休年龄的政策。 

三、全球退休年龄改革的趋势 

1．弹性化趋势 

弹性退休实际上是对强制退休制度的改革，而弹性退休制度的目的主要在于减少公共养老金的支 

付负担，增加劳动就业人口。据估计，如果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将退休年龄延长至7O岁，欧美主 

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每年将额外增加0．2％ 。 

退休年龄的弹性化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准许提前以及推迟退休。部分国家往往根据各国的具体 

情况围绕原来的强制退休年龄设定一定的区间，准许提前或者延迟一定的期限退休。1991年，比利 

时首先采取弹性退休年龄政策，将退休年龄规定为6O～65岁之间[19j。2007年，英国实施养老金改 

革，所颁布的 《养老金法案》规定了弹性退休的制度，即 “达到退休年龄的雇员可以申请推迟领取 

国家基本养老金，但最多只可申请推迟 5年，国家对申请推迟领取基本养老金的有鼓励政策，规定雇 

员每推迟7个星期领取，则其可领取的国家基本养老金提高 1％，推迟一年大约可以增加 7．5％。如 

推迟满 5年，个人国家基本养老金可以增加 38．3％” 。 

二是部分退休，即准许达到一定年龄的劳动者减少工作时间，并开始领取部分养老金。如瑞典则 

① 据某网站的调查显示高达6成的人支持建立弹性退休制度。参见调查：9成网友反对延迟退休超6成人 成理性退休 [EB／OL] 
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cn／sh／2010／09—15／2533183．shtml，最后浏览：2010年9月2O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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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年龄在61到65岁间的老人，由于工作能力下降，每周可减少工作时间5—10小时，同时领取部 

分养老金，以弥补因工作时间缩短而减少的收入。 

2．延迟退休趋势 

为维持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发展，许多国家已经或正在延长领取养老金的法定退休年龄。美国原 

来的退休年龄为65周岁，然而其实施了养老保险改革拟定逐步提高退休年龄的方案，即1937年及其 

以前出生的人，65岁为正常退休年龄；1938年以后出生的人，每年延迟 2个月退休，而1943年至 

1954年出生的人退休年龄将提高至 66岁，而 1955年以后出生的人，每年延迟2个月退休，直到 

1960年及其以后出生的人将提高至67岁。2000年德国出台了改革退休年龄的办法，从2001年起， 

将60—65岁的弹性退休年龄逐步过渡到65岁的退休年龄，即2004年为61岁，2012年为65岁。而 

2007年德国国会通过法案，将继续推迟退休年龄，该法案规定从2012年起至2029年，德国的退休 

年龄将由65岁推迟到67岁。英国的强制退休年龄分别为男子满65岁，妇女满60岁，公务员满 60 

岁。2007年 《养老金法案》规定2010年起女性的退休年龄将增加到65岁，在2024年到2046年间 

男女退休年龄将分阶段从65岁增加到68岁。 

四、我国退休年龄改革的建议方案 

退休年龄是根据一定时期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的客观条件制定的。由于所依据的 

两个因素都在不断地发展变化，因此 ，法定退休年龄也应变不变制为可变制，适时相应调整 。而 

关于我国退休年龄的改革方案，学界提出了诸多建议①，这些建议都采取 “分步走”逐步提高的方 

式。笔者以为，我国退休年龄改革方案的拟定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在现行退休年龄下，应该严格控制提前退休。由于目前退休年龄的标准较低，若在如此低 

的退休年龄标准下，还提前退休，则必将影响养老保险基金的筹集，增加支出负担，据调查显示，山 

东、上海和广东等13个省份，1995～1997年支付提前退休的养老金金额分别占各年离退休总费用的 

16．5％、25．2％和 27．7％等 。 

第二，应首先提高女职工的退休年龄。目前我国的退休年龄女性的退休年龄过低，因此，我国的 

退休年龄改革应首先提高女性退休年龄，其中应逐步统一女职工和女干部的退休年龄。 

第三，在统一女性的退休年龄的基础上，逐步提高男女性的退休年龄。我国目前的退休年龄标准 

是20世纪50年代所确定 ，而当时的人均寿命不足 50岁，而现在我国的人均寿命大幅提高。因此 ， 

我国应根据养老保险基金的收支情况、人口结构的变化以及劳动力资源的情况等，逐步提高男女性的 

退休年龄。 

第四，当我国男女性退休年龄提高至一定标准后，应该建立弹性退休制度。弹性退休制度的核心 

是劳动者享有退休年龄选择的灵活性和自由性，因此，弹性退休往往是以法定退休年龄为基准，确定 
一 定的区间，如美国2009年的法定退休年龄为66岁，据此所确定的弹性退休年龄则是62岁到7O 

岁。提前退休则养老金要相应的减少，而对于符合条件的人延迟退休的，其退休后所享受养老金也应 

相应的增加。如达到正常退休年龄以后，推迟退休的，每推迟一年，退休金将增加 7％，直到退休或 

① (1)河南财经学院市场经济研究所所长樊明教授组织课题组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了延长退休年龄的政策建议 ：到2014年 ，将女职 
工退休年龄提高到55岁，男性不变；到2017年，将女性退休年龄提高到6o岁，男性不变；到 2022年，将男性退休年龄提高到 
65岁，女性不变；到 2026年，将女性退休年龄提高到 65岁，男性不变；到 2030年，退休年龄再根据退休人 口赡养率作进一步 
调整。参见潘志贤．基于河南 省的一项调查研究表明—— “延长退休年龄” 的建议具有可行性 [EB／OL]．中国青年报． 
2008—1l一26。(2)从现在起至2015年，将女性退休年龄统一为 55岁，在2015年后取消原来女工人可在5O岁、55岁间自由选 
择退休时间的政策；从2015年开始，男性的退休年龄从60岁逐步提高到65岁，平均每6年提高1岁，女性的退休年龄则从55 
岁逐步提高到65岁，平均每3年提高1岁。参见林宝．中国退休年龄改革的实际和方案的选择 [J]．中国人口科学，2001，(1)。 
(3)2008年底，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障研究所所长何平透露，相关部门正在酝酿条件成熟时延长法定退休年龄，有可 
能女职工从 2010年开始，男职工从2015年开始，采取 ‘小步渐进 ’的方式，每 3年延迟 1岁，逐步将法定退休年龄提高到 65 
岁。按照有关方案，在 2030年前，我国职工的退休年龄将延迟到65岁。参见法定退休年龄将延至 657人保部社会保障研究所所 
长透露，从 2010年起渐进式延迟退休 [EB／OL]．人民网，ht【p：／／aeftu．people．corn．cn／GB／67561／8291940．html。最后浏 
览：2010年9月2O日。 

· 53· 

万方数据



者年满70岁为止；年满62岁且达到正常退休年龄之前，提前退休的，退休金数额相应减少，实际退 

休年龄与正常退休年龄之间每相差一个月，养老金扣减0．5％ (见表3)。 

表 3 美国提前 62周岁退休与正常退休的退休福利对比表 

1937及以前 65 36 $8oo 2O．oo％ s375 25．00％ 

1938 65零 2个月 38 s791 20．83％ $370 25．83％ 

1939 65零 4月 40 $783 21．67％ $366 26．67％ 

1940 65零6个月 42 $775． 22．50％ $362 27．50％ 

1941 65零 8个月 44 $766 23．33％ $358 28．33％ 

1942 65零 l0个月 46 $758 24．17％ $354 29．17％ 

1943～1954 66 48 $750 25．00％ $350 30．00％ 

1955 66零 2个月 50 s741 25．83％ $345 3O．83％ 

1956 66零 4个月 52 $733 26．67％ $341 31．67％ 

1957 66零 6个月 54 s725 27．50％ $337 32．50％ 

1958 66零 8个月 56 $716 28．33％ $333 33．33％ 

1959 66零 1O个月 58 $708 29．17％ $329 34．17％ 

1960及以后 67 6o 钾0o 3O．0o％ s325 35．oo％ 

1．如果您是出生在 1月 1 Et，则您的出生年份视为上一年。 

2．如果你出生在每月的 1日，则您将被视为上月出生。您必须至少符合62年的足够的月份数才能领取养老保险福利。 

3．由于四舍五人此为百分比近似数。 

4．配偶福利最多为职工正常退休福利的50％。因此，配偶福利的减少率的计算则是基于职工正常退休福利自动减少50％。由于四 
舍五入此为百分比近似数。 

资料来源：Full Retirement and Age 62 Benefit By Year of Birth[EB／OL]，on Social Security Online，http：／／www．soeialsecurity．gov／ 
retire2／agereduetion． htm．1ast visited：201 1． 1．20。 

因此，笔者以为，我国的退休年龄改革可采取以下方案：①2010年开始提高女职工的退休年龄， 

到2015年时，女职工的退休年龄应与女干部的退休年龄相同都达到 55岁。② 2015年开始，逐步提 

高男性和女性的退休年龄，男性每3年提高 1岁，女性每 2年提高 1岁，在 2030年前，使得男性的 

退休年龄达到65岁，女性的退休年龄达到62．5岁。③ 2015年统一女性退休年龄后，则开始实施弹 

性退休制，如女性的退休年龄区间为53—57岁；而男性的退休年龄区间为58—62岁，并且建立与退 

休年龄配套的养老金计发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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