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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迟退休越来越近，这些必须知道
延迟退休，
主要为职工更好“养老”

这些年来， 如果说有一个
国家政策争议最大， 延迟退休
绝对可以 “别别苗头 ”。 因为
只要你上网去搜 ， 或者问身
边 的人 ， 投赞成票的少 ，投
反对票的多 。 按一个热门的
说法 ，除了领导 ，谁愿意天天
上班？

然而，争议如此之大，延迟
退休却始终在争议声中不断前

行，这又是为啥呢？
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

填补养老金的不足。
我们常说， 长江后浪推前

浪， 但现在的实际是长江后浪
“养”前浪。众所周知，现在“老”
得快，“生”得少，使得养老金的
“窟窿”变得越来越大。 根据社
科院发布 《中国养老金精算报
告 2019-2050》，如果不采取措
施， 全国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
老保险基金将在 2035 年耗尽
累计结余。

解决这一问题最直接的办

法就是“开源”和“节流”，换句
话说， 就是增加就业人口和减
少退休人员。

所以说， 我们如果把延迟
退休真的骂流产了， 那我们老
了以后， 养老金可能就拿不
到了 ， 这时候恐怕谁都不愿
意吧 ！

延迟退休，
将会采用“渐进式”

我们现行的退休制度是

20 世纪 50 年代颁布的， 男性
年满 60 岁退休 ， 女干部年满
55 岁、女工人年满 50 岁退休。

不过你可能不知道， 我们
国家的退休年龄居然是全球最

小的。 俄罗斯是男 60 岁，女 55
岁；韩国是男女 61 岁；日本、德
国、英国都是男女 65 岁。

“打工人” 不愿长久打工，
这可以理解。不过，很多人或许
并没有关注到一个前缀词———
“渐进式”。

什么是渐进式呢？ 渐进式
说得通俗些，就是小步走、慢慢
走，不能拉胯。

国外的延迟退休， 也都不
是“一步到位”的。美国 1983 年
就提出，2025 年将职工的正常
退休年龄从 65 岁提高到 67
岁， 直到 20 年后的 2003 年才
正式开始实施， 并明确提出计
划用 22 年的时间完成从 65 岁
提高到 67 岁的目标。

所以，这次的延迟退休中，
最关键的其实在于后面提出的

“小步慢走、弹性实施、强化激

励”，是以小幅调整的方式逐步
推进。大家也就别太过担心了。

延迟退休，
年轻人的岗位会少吗

有人说， 延迟退休政策实
施了，若干年后，中国会出现一
个奇观，年轻人无法就业，每天
逛公园，老年人没法退休，每天
上班。

粗想一下，好像是没错。 本
来每年有这么多老人退休 ，岗
位就腾出了空余， 尤其是机关
事业单位， 更是一个萝卜一个
坑儿，“萝卜”不拔出来，“坑”自
然还是占着。

不过， 看问题还得看多方
面， 首先是我们国家的出生率
在持续下跌，除了在 2016 年因
为放开二胎限制有短暂性的增

长之外， 之后几年是一年不如
一年，即使是放开二胎生育，也
没有起到显著的刺激作用 ，所
以说， 新增劳动人口和退休人
口的差距应该不会太大。

另外，即使延迟退休了，但
有很多工作还是需要年轻人才

能做， 比如一些重体力和脑力
的活， 对于这些延迟退休的老
年人来讲根本胜任不了， 该是

年轻人干的活一样也不会少 ，
影响也不大。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体制
内的岗位一定会受到影响。 但
是， 需要指出的是， 与市场相
比， 机关事业单位内每年提供
的岗位有限，并非主流。

现在新兴产业在不断崛

起， 将来年轻人更愿意去的岗
位肯定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

兴产业、新型服务业，而在这些
企业中，“后浪”肯定是主体。

退休越晚寿命越短，
是真的吗

目前来说 ， 男性到了 60
岁，女性最晚 55 岁 ，就能退休
享受晚年时光。 生活上没有压
力，也不用承受任何体力劳动，
平稳度过余生。

试想一下，如果延迟到 65
岁退休，还需要继续工作 5 年，
那么对于人均寿命来说， 一定
会有一定的影响。

那么， 这个影响是正面还
是负面的呢？

不少人认为是负面的 ，因
为在他们看来， 60-65 岁是老
年病的高发期， 最终会造成一
部分人“牺牲”在岗位上。

网上一份流传于美国波音

公司、 洛克西德马丁公司和福
特汽车公司的报告显示， 在这
三家公司工作到 65 岁才退休
的员工 ， 一般只能领取 17 或
18 个月的退休金。 换句话说，
65 岁退休的员工一般只能活
到 67 岁。 报告中最令人触目惊
心的是：员工 55 岁之后每工作
一年，平均寿命就减少两年。

但是，也有专家指出，波音
公司并没有发布过这组数据 ，
数据的真实性并不存在。

其实， 我们大可不必过于
担心。 首先， 在绝大多数企业
内， 临近退休的人员大多从事
的都不再是一线重体力、 重脑
力工作，而是相对轻松的工作；
其次， 目前也没有权威机构发
声， 就退休早晚与寿命的影响
做出定论。

事实上， 就如能不能活到
100 岁一样。 你去问问现在的
百岁老人， 他们是不是年轻时
就健身 、健康饮食、养尊处优 、
戒 烟 戒 酒 …… 答 案 一 定 是
“NO”，但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
是心态。能活到 100 岁的老人，
生活可以不富裕， 但心态一定
是乐观和健康的。

所以，“打工人” 与其想这
想那，不如先调整好心态，从微
笑开始自己的工作。 同时,我们
也要呼吁，延迟退休弹性实施，
对于临近退休的人员， 企业不
该强制安排压力过大的重体

力、重脑力的工作。

本报讯 （劳动报首席记
者 罗菁 摄影 王陆杰）高级
蓝领人才奇缺、 技能型生产岗
位人才难求。面对这一劳动力
市场的软肋，该如何破局？

1 月 10 日， 记者从市人
社局了解到， 本市正全面实
施线上线下相融合的 “互联
网＋职业技能培训计划 ”，目
前正向社会公开征集平台及

数字资源。
目前， 上海初步形成了

一支与产业发展基本适应 、
规模较大、 素质优良的技能
人才队伍 。 统计调查显示 ，
2020 年上海户籍高技能人才
占 技 能 劳 动 者 比 重 达

35.03%， 高技能人才总量约
116 万人。

当前， 不少企业加速了
“互联网+” 转型的进程，“云
会议 ”、“云课堂 ”、“云竞赛 ”
等新形式纷纷出现。 那么，在
企业技能人才培养方面 ，该
如何运用“云培训”加快对技
能人才培养？

去年 2 月初， 市人社局
会同市财政局出台支持线上

职业培训的政策文件， 明确
提出停工期间组织职工参加

各类线上职业培训的， 纳入
专项资金补贴， 对完成线上
培训的职工， 每人每个培训
项目补贴最高 600 元。 10 月，
再次出台通知， 全面推行线
上线下深度融合的职业技能

培训新模式。 截至去年 11 月
底， 全市补贴性职业技能培

训 173.16 万人次， 企业新型
学徒制 1.71 万人。

记者发现，根据要求，线
上培训可侧重于应知理论知

识、 职业道德和工匠精神等
通用职业素质、 疫病防控与
卫生健康等综合性知识 ，并
且可开设仿真模拟、 技能视
频演示等适合线上培训的实

训模拟课程。 线上培训可采
用多媒体课件播放、 教学直
播 、录播回放 、互动答疑 、考
核测试等针对企业或劳动者

需求和特点的多元化手段实

施。 线下培训可侧重于开设
实操性强的应会示教课程和

实训操作课程， 进行 “面对
面” 的示教授课或技能操作
训练活动。

值得一提的是， 没有开
发符合条件的线上培训平台

或培训课程的社会培训机构

或企业，如果开展“互联网+”
职业技能培训， 可依托自主
开发的互联网培训平台 ，也
可与第三方培训平台合作。

根据查询， 全国首批 54
家线上培训平台已经公布 ，
名单中包括了阿里巴巴 、腾

讯、 华为、 京东等互联网巨
头，而上海有一家名为“职培
通”的企业也入选了。 目前，
“职培通”除了免费提供一些
培训课程， 帮助企业定制个
性化课程， 还为企业免费接
入在线云课堂， 建议企业做
自主培训， 帮助企业通过自
身的微信公众号就能实现给

员工做培训。

缓解技能人才“荒”
上海实施互联网+职业技能培训计划

不久前，中共中央在十四五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提出，“实施
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这意味着讨论多年的延迟退休，已经离我们越来越
近。劳动报记者根据网络上的热度，总结了四大关于延迟退休的热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