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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趋势一：寿命升，我国
人均预期寿命已达 78.6岁

我国已进入长寿时代，人们生命历程
中的老年期更长。最新数据显示，我国人
均预期寿命已达 78.6岁。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贺丹
说，根据预测，到 2030 年之前，我国人均预
期寿命超过 80岁是大概率事件。

“快速长寿化、平均预期寿命大幅度延
长，意味着退休年龄余寿大幅提升，而且未
来会继续增高。与之相对应的，是我国现
行男职工 60 周岁、女职工 55 周岁或 50 周
岁的法定退休年龄，70 余年未作出相应调
整。”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南开大学经济
学院教授原新说。

“现行法定退休年龄是上世纪 50 年代
确定的，当时的人均预期寿命不到 50 岁。”
原新表示，“延迟退休是一项综合性的社会
改革，包含了顺应经济社会发展多方面需
要。适应人口预期寿命增长是其中一项重
要考量。”

趋势二：素质升，新增
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超
14年

随着我国建成了世界规模最大的教
育体系，人口素质显著提升。劳动年龄人
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不断增加，由 1982 年的
刚刚超过 8 年提高至 2023 年的 11.05 年，
特别是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已超
过 14 年。

“现在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 60%，大
学生数量显著增多，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
已超 2.5 亿人。与过去 20 岁左右就参加工
作 相 比 ，现 在 年 轻 人 硕 士 毕 业 差 不 多 25
岁、博士毕业近 30 岁。”中国社会科学院世
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援引一组数据
指出，劳动者进入劳动市场时间推迟，而退
休年龄不变，不利于人力资源充分利用。

“如果在自愿、弹性前提下适当延迟退
休年龄，同时健全就业促进机制，着力解决
就业结构性矛盾，使更高水平的人力资源
得到有效配置、发挥更多作用，将有利于释
放新的人才红利，同时有意愿的劳动者也
能增加收入。”郑秉文表示。

“未来发展的机会就是用素质换规模、
用素质换结构。”原新说，当前我国正处于
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的关键阶
段，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综合施策，发挥
人力资源的潜力与优势。

趋势三：老 龄 化 程 度
升，老年人口占比将超三成

人口老龄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
面对的重大课题。

民政部数据显示，截至 2023 年底，我
国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 2.97 亿人、占
比 21.1%；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2.17 亿人、
占比 15.4%，已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

根据预测，到 2035 年左右，60 岁及以
上老年人口将突破 4 亿，占比超 30%，进入
重度老龄化阶段。到本世纪中叶，我国老
年人口规模和比重将达到峰值。

“伴随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养老
服务供需矛盾更加凸显。”中国人民大学劳
动人事学院院长赵忠说，老龄化是目前世
界各国都面临的挑战。尽管延迟退休年龄
不能完全解决老龄化问题，但是能够提高
劳动参与率，让有意愿、有能力、有条件的
大龄人员可以选择继续从事一定工作。

“‘50 后 ’‘60 后 ’及 即 将 变 老 的‘70
后’，是恢复高考后的直接受益者，越往后
受教育程度越高。未来，大龄劳动者数量
会更多、素质会更优，在完善稳定就业、劳
动保障等政策下，他们也可以为经济社会
发展发挥更大作用。”原新说。

趋势四：劳 动 力 总 量
降，劳动年龄人口约8.6亿人

在人口经济学中，16至59岁人口被定义
为劳动年龄人口，他们是社会生产的主力。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3 年末，我国劳
动 年 龄 人 口 约 8.6 亿 人 ，占 全 部 人 口 的
61.3%。从总量看，劳动年龄人口总规模依
然较大，人口红利依然存在，为经济社会发
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劳动力要素是决定经济长期走势的关
键要素。”郑秉文表示，我国人力资源依然丰
富，但着眼于潜力和后劲，有必要通过一定
的政策调节让人力资源优势得到更好发挥。

数据显示，自 2012 年起劳动年龄人口
数量逐年减少。“从结构看，劳动年龄人口
中的青年群体、大龄群体人数占比呈现一
降一升态势。这意味着在劳动力市场上，
匹配就业岗位能力最强的人口趋于相对减
少。”赵忠表示。

在他看来，伴随着人口老龄化这一趋
势 ，劳 动 年 龄 人 口 减 少 属 于 客 观 发 展 规
律。渐进式延迟退休，可以推动有意愿的
大龄劳动者成为充实未来劳动力的重要力
量，平滑劳动年龄人口下降的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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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迟退休渐近，背后是这四大趋势
9月 10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了国

务院关于提请审议关于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决定草
案的议案，受到各方关注。

专家表示，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一大原因，是为适应当前的
人口发展形势，有效应对老龄化挑战。如何理解人口结构变化
和退休年龄调整之间的关系？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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