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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3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实

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决定并对外发布。退休年

龄具体怎么延？何时开始实施？能不能自愿选择弹性提

前退休？“新华视点”记者第一时间采访权威专家，梳

理政策要点。

    【要点一：男职工、女干部、女工人分别延至63周岁、
58 周岁、55 周岁】
  根据决定，从 2025 年 1 月 1 日起，用 15 年时间，

逐步将男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从原 60 周岁延迟到 63 周

岁，将女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从原 50 周岁、55 周岁，分

别延迟到 55 周岁、58 周岁。

  “原来 50 周岁退休的是女工人，55 周岁退休的是女

干部。目前多数地方主要根据工作岗位确定女性退休年

龄，一般生产操作岗位按照 50 周岁执行、管理技术岗位

按照 55 周岁执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国劳动和社

会保障科学研究院院长莫荣介绍，决定有一个小细节，

就是将二者统一为女职工来表述，避免了身份争议，也

顺应了当前社会环境变化。

  从实施进度看，改革目标不是一步到位，而是渐进式、

以较小幅度逐步推进。

  男职工和原法定退休年龄 55 周岁的女职工，每 4 个

月延迟 1 个月；原法定退休年龄 50 周岁的女职工，每 2

个月延迟 1 个月。为了让公众更清楚看到自己未来什么

时间退休，决定后附了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对照表，可以

根据自己的出生年月对照查询。

  “临近退休的人，只会延迟 1 个月或几个月，不会

一下子晚退休好几年。”莫荣举例说，以男职工为例，

1965 年 1 月至 4 月出生的，法定退休年龄提高 1 个月，

即 60 周岁零 1 个月；1965 年 5 月至 8 月出生的，法定

退休年龄提高 2 个月，即 60 周岁零 2 个月；以此类推，

1976 年 9 月至 12 月出生的，法定退休年龄均为 63 岁，

对 1976 年 12 月以后出生的，表格上就不再列举。”

【要点二：可弹性提前或者延后退休，最长不超过 3年】
  决定明确，职工达到养老保险最低缴费年限，可以

自愿选择弹性提前退休，提前时间最长不超过 3 年，且

退休年龄不低于原法定退休年龄。

  职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所在单位与职工协商一致

的，可以弹性延迟退休，延迟时间最长不超过 3 年。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副会长、浙江大学国家制度研究

院副院长金维刚表示：“决定体现了对个人意愿的尊重，

不强制要求每个人必须达到新的法定退休年龄才能退休，

而是可以在前后 3 年的弹性区间内进行选择，大家根据

自身情况安排何时退休。”

  他举例说，1982 年 1 月出生的女职工，改革后新的

法定退休年龄为 58 周岁，她们未来可以选择在 55 周岁

到 61 周岁之间退休。1976 年 2 月出生的男职工，新的法

定退休年龄为 62 周岁零 10 个月。如果他往前弹 3 年，

就已经低于原来 60 周岁的法定退休年龄，按照政策规定，

最早只能在 60 周岁退休。

  决定强调，实施中不得违背职工意愿，违法强制或

者变相强制职工选择退休年龄。

    【要点三：基本养老金最低缴费年限提升至 20年】
  决定提出，从 2030 年 1 月 1 日起，将职工按月领取

基本养老金最低缴费年限由 15 年逐步提高至 20 年，每

年提高 6 个月。

  “决定明确这一项调整从 2030 年才开始逐步实施。

也就是说，在 2025 年到 2029 年期间退休的人员，最低

缴费年限的要求不变，还是现在的 15 年。”中国人民大

学教授董克用说，这样能让改革初期离原法定退休年龄

较近、已经或快要缴费满 15 年的职工不受影响。

  “大部分劳动者从进入职场到退休的时间都会比较

长，养老金的缴费年限基本都会超过 20 年。”董克用分析，

对照附表能看到，2030 年以后退休的职工，最低缴费年

限也不是一步提高到 20 年，而是逐步过渡到位。

  我国退休人员养老金由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

金两部分组成。决定也提出，国家健全养老保险激励机制。

  “根据养老金计发办法，一般来说，多缴费 1 年，

退休时基础养老金提高 1 个百分点；晚退休 1 年，个人

账户养老金也会相应增多。粗略估算，缴费年限由 15 年

增加到 20 年，退休后每月领取的养老金大概能增加三成。”

董克用说。

    【要点四：为临近退休失业人员缴纳养老保险费】
  决定提出，对领取失业保险金且距法定退休年龄不

足 1 年的人员，领取失业保险金年限延长至法定退休年龄，

在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期间，由失业保险基金

按照规定为其缴纳养老保险费。

  “大龄失业人员再就业的难度较大，缺乏稳定收入。”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赵忠表示，决定也考虑

到了他们的实际困难，免除其后顾之忧，使其平稳过渡

到退休。

  “一方面，政策安排了继续发放失业保险金，为其

兜住基本生活的底线；另一方面，为他们缴纳基本养老

保险，避免发生缴费中断从而影响领取待遇。”赵忠说。

【要点五：特殊工种可以申请提前退休】

  决定提出，国家规范完善特殊工种等提前退休政策。

从事井下、高空、高温、特别繁重体力劳动等国家规定

的特殊工种，以及在高海拔地区工作的职工，符合条件

的可以申请提前退休。

  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原新

认为，国家以法定退休年龄为基准，同时也考虑了不同

行业、不同岗位劳动条件、就业环境的差异性，对部分

特殊群体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安排。

  “对部分从事特殊工种岗位的职工适当降低退休年

龄，也是对现有政策的延续。”原新说，相信随着政策

不断完善，职工权益将得到更好维护。

    【要点六：加强对就业年龄歧视的防范和治理】
  针对公众普遍关注的大龄劳动者就业问题，决定明

确要求，加强对就业年龄歧视的防范和治理，激励用人

单位吸纳更多大龄劳动者就业。

  “延迟退休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经济社会方方面

面，与民生保障许多领域密切相关。其中，就业问题受

到各方高度关注。”莫荣说，决定促就业和保权益并举，

着力营造更为公平的就业环境。

  决定有针对性地提出完善就业公共服务体系、健全

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完善困难人员就业援助制度、

加强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等一系列举

措。莫荣认为，随着相关政策落地，将有效减缓改革对

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助力青年等各类群体就业。

  决定还提出，用人单位招用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

动者，应当保障劳动者获得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

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基本权益。

  “这是我国首次明确对超龄劳动者劳动权益保障作

出规定，将化解过去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无法落实等问

题。”莫荣说。

【要点七：健全养老托育服务】
  决定提出，国家建立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

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大力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

  当前不少家庭主要依靠父母帮着带孩子，同时还有

年迈的长辈要照顾。实施延迟退休后，有必要不断完善

配套举措，帮助解决“一老一小”问题。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战略规划研究室副主任关

博建议，在养老方面构建和完善兜底性、普惠型和多样

化养老服务体系，在托育方面形成普惠托育服务体系的

长效运行保障机制，从而更好满足家庭育幼“刚需”。

（新华）

延 迟 多 久 、 如 何 实 施
—— 解 读 延 迟 退 休 改 革 文 件

龙形船身通体洁白，龙首高

昂龙尾飞舞，甲板上亭台楼阁、

风铃锁链复杂精细，人物形态各

异、载歌载舞……在江西景德镇

古窑民俗博览区，陶瓷手艺人刘

松林手中的龙舟瓷雕栩栩如生，

引人驻足观赏。

  “国庆将至，龙舟瓷雕订单

不断。”作为景德镇市级陶瓷雕

刻技艺非遗传承人的刘松林，以

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藏品“涩

胎瓷龙舟瓷雕”为原型创作设计

的瓷雕，备受市场追捧。

  “涩胎瓷龙舟瓷雕”是新中

国成立 10 周年之际，由景德镇陶

瓷工匠制作。时光流转，源远流

长的陶瓷文化如取之不尽的养分，

不断为“千年瓷都”的创新创意

注入活力。

  走进景德镇御窑博物馆，与

卡通公仔“碎碎鸭”合影，到“星

空穹顶”打卡……这里已成为景

德镇陶阳里历史文化街区的网红

打卡地。卡通公仔“碎碎鸭”，

由馆藏文物“素三彩鸭形香薰”

衍生而来。这件文物诞生于明成

化年间，因未能通过御窑严格的

筛选标准，被击碎深埋地下。

  “修复过程中，我们从发掘

出的大量残片中挑选出 60 余块，

反复打磨、精心拼接。我现在还

记得修复完成后捧在手心，仿佛

在与历史对话。”景德镇御窑博

物院文物修复师郝国江说。

  文物化身卡通 IP 融入陶瓷文

创产品、角色扮演沉浸式探索青

花瓷发展脉络……景德镇在活态

传承陶瓷文化历史的基础上，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瓷

文旅”不断注入发展活力。去年，

景德镇各类博物馆接待游客 566

万人次，同比增长 162%。

  “让文物活起来、讲故事，

让游客沉浸式体验景德镇的陶瓷

历史文化。”景德镇御窑博物院

院长翁彦俊说。

  今天的景德镇古老又现代，

既承载着流传千年的技艺与记忆，

也孕育着热情澎湃的创新与创造。

  夜幕下的景德镇陶溪川文创

街区流光溢彩，游客步入美术馆，

旋即被青年创客胡一鸣创作的青

花瓷板画《星河》所吸引。

  “这座城市能最大程度激发

我的创意灵感，也会精心保护我

的创新成果。”23 岁的胡一鸣去

年从景德镇陶瓷大学陶瓷绘画专

业毕业，创业一年多已拥有自己

的工作室。

  20 多年前，景德镇“十大瓷厂”

陆续退出历史舞台，留下一座座

废弃的老厂房、老窑炉、老烟囱。

近年来，“千年瓷都”转变思路，

用新业态复活工业遗迹，把曾经

的老厂房打造成青年创客个性表

达的创业就业平台。

  作为“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

园区”的陶溪川，就是其中的代表。

街区由原国营宇宙瓷厂改造建成，

从 2016 年至今已有超 2.5 万人登

记为陶溪川创客，其中超四成为

“80 后”，超五成是“90 后”，

超过一半的创客来自省外乃至国

外。今年上半年，陶溪川的营业

额有 1000 多万元，超过了去年全

年的营业额。

  为让年轻创客创作无忧，景

德镇成立陶溪川版权服务中心，

提供咨询、维权、申报等闭环式

服务。今年 6 月中旬，胡一鸣的

作品《星河》获得了江西省版权

局 颁 发 的 作 品 登 记 证 书， 这 已

经是他申领的第 7 个证书。截至

2024 年 3 月，陶溪川版权登记数

量已达 4 万件。

  “营造陶瓷文化氛围，促进

创意汇聚，吸引人才聚集……今

天的景德镇就像一棵苍老的树，

在厚重的泥土里长出了新芽。”

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

验区管委会专职副主任刘子力说。

  新创意与新科技也给陶瓷产

业带来新的“打开”方式：瓷刻

艺术“牵手”AI 技术，画出科技

感十足的瓷板画；3D 打印运用到

陶瓷领域，材料每层厚度精确至

0.2mm；智能生产线联合手工作坊，

个性化陶瓷搭上智能制造的“快

车”……去年，景德镇陶瓷工业

总产值达 861.25 亿元，其中先进

陶瓷总产值达 253 亿元，同比增

长 93.6%。

  “今天的景德镇，已经成为

陶瓷创意的‘大观园’，创新创

造的新工厂；未来的景德镇，还

将不断用陶瓷文化讲好中国传统

文化的故事。”景德镇市委书记

胡雪梅说。

（黄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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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德镇市级陶瓷雕刻技艺非遗传
承人刘松林正在创作龙舟瓷雕。（受
访单位供图）

  景德镇御窑博物馆夜景。新华社
记者卢哲 摄

  游客们在景德镇陶溪川文创街区
的创意集市游览。新华社记者周密 摄

  游客在景德镇陶溪川文创街区游
览。新华社记者周密 摄

贷 款 稳 定 增 长  支 撑 经 济 转 型 升 级
—— 解 读 8 月 金 融 数 据

　　中国人民银行 13 日发布了 8 月

金融统计数据，在贷款保持稳定增

长的同时，贷款利率处于历史低位，

流动性保持合理充裕……如何看待

8 月金融数据变化？信贷资金主要

流向了哪些领域？

　　 当 日 发 布 的 金 融 统 计 数 据 显

示，8 月末，我国人民币贷款余额

252.02 万亿元，同比增长 8.5%；社

会融资规模存量为 398.56 万亿元，

同比增长 8.1%；广义货币（M2）余

额 305.05 万亿元，同比增长 6.3%。

　　中国人民银行有关部门负责人

表示，近期 M2 余额增速较为平稳，

8 月社会融资规模和人民币贷款两

项指标余额增速都在 8% 以上。在

结构转型加快推进的背景下，金融

数据在高基数上仍保持平稳增长，

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稳固。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

认为，8 月新增贷款约 9000 亿元，

同比有所回落，但从前 8 个月整体投

放来看，贷款增长保持基本稳定，票

据融资渠道的支持力度在持续加大。

　　数据显示，8 月票据融资延续

了 7 月的增长态势，前 8 个月票据

融资增加 7597 亿元。记者了解到，

随着票据利率下行，中小企业票据

融资的成本相应降低，激发了票据

融资需求，8 月末银行表内已贴现

票据达 13.9 万亿元，是支持实体经

济的重要渠道。

　　信贷资金流向了哪里？数据显

示，前 8 个月，我国企（事）业单

位贷款增加 11.97 万亿元，企业仍

是新增贷款的大头。其中中长期贷

款增加 8.7 万亿元，占比超七成。

　　中国人民银行有关部门负责人

介绍，信贷资源更多流向重大战略、

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有力支持经

济结构加快优化。

　　数据显示，8 月末，制造业中

长期贷款余额 13.69 万亿元，同比

增长 15.9%，其中，高技术制造业

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13.4%；

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余额 3.09 万亿

元，同比增长 21.2%；专精特新企

业贷款余额 4.18 万亿元，同比增长

14.4%；普惠小微贷款余额 32.21 万

亿元，同比增长 16%。这些贷款增

速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

　　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表

示，现在贷款需求指数和贷款增速

同向下降，表明信贷增长从供给侧

约束转向了需求侧约束。金融机构

项目储备代表信贷投放的空间和后

劲，下一步银行应深挖科技创新、

先进制造、绿色发展等新动能领域

的贷款需求，加大项目储备。

　　今年以来，社融规模增长平稳，

其中债券融资相关数据表现突出，

为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提供了多元化

的支持。

　　数据显示，今年前 8 个月，企

业 债 券 净 融 资 1.78 万 亿 元， 同 比

多 2031 亿元。1 月至 7 月，全国企

业累计发债 8.4 万亿元，同比增加

5748 亿元。7 月，AAA 级、AA+ 级、

AA 级企业债加权平均发行利率分别

为 2.18%、2.44% 和 2.65%，为企业

提供了低成本的融资支持。

　　记者了解到，下一步，中国人

民银行将支持企业拓宽多元融资渠

道，推动绿色债券、科创类企业债

券规模持续增长。加快制定金融五

篇大文章总体方案以及数字金融、

养老金融政策，形成“1+N”的政

策体系，出台更多激励政策和工具，

更加有力地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

　　8 月份利率在低位水平继续下

行。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显示，8

月份，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

率为 3.57%，比上月低 8 个基点，

比上年同期低 28 个基点；新发放普

惠小微贷款利率为 4.48%，比上月

低 8 个 基 点， 比 上 年 同 期 低 34 个

基点；新发放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为

3.35%，比上月低 5 个基点，比上年

同期低 78 个基点，均处于历史低位。

　　“企业和居民贷款利率下降有

利于减轻经营主体的利息负担，释

放消费和投资潜力。”温彬表示，

今年以来，我国利率水平保持在历

史低位，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支

持稳固。

　　中国人民银行有关部门负责人

表示，中国人民银行将坚持支持性

的货币政策立场，为经济回升向好

营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货币政

策将更加灵活适度、精准有效，加

大调控力度，着手推出一些增量政

策举措。持续增强宏观政策协调配

合，着力扩大国内需求，促进产业

升级，支持总供给和总需求在更高

水平上实现动态平衡。

（吴雨、任军）

　　图为一名银行工作人员在清点钞票。新华社记者李鑫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