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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处于不同社会阶层的不同社会群体会基于个人效用最大化而在退休年

龄上做出不同的选择，因此，有关法定退休年龄的政策调整将对处于他们的利益

产生不同的影响。根据在退休年龄选择上的较为显著的差异，可以将相关群体大

致划分为权力阶层、技术阶层和一般阶层。分析这三个阶层的退休年龄选择，并

针对每个阶层设计相应的法定退休年龄，是我国调整法定退休年龄的一个政策选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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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ocial groups in different social strata choose different retir ing ages on 

account of individual ut ility maximization, so ,the policy adjustments about 

retir ing ages will have different impacts on their interests. According to som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choices of retir ing ages, we can divide the related groups 

into three social strata: the privileged stratum, the techno logical stratum and the 

general stratum. Devis ing the corresponding retiring ages aiming at every stratum 

after analyzing three strata’s choices of retiring age is a policy option of 

adjusting our country’s legal retiring ages. 

 

Key Words：Personal ut ility; The privileged stratum; The technological 

stratum; The general stratum; Retir ing 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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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近些年来，随着政府主管部门不断透露提高法定退休年龄的改革意向，延迟

退休问题引起了越来越大的社会争议，官员、学者乃至普通民众都纷纷加入了这

场大讨论。客观上讲，法定退休年龄改革有其必要性，因为我国目前的退休年龄

规定来自 1978年国务院通过的两个办法，这些规定已经难以与当前社会经济（特

别是人口年龄结构）的客观情况相协调。特别是，随着人口老龄化加速，养老金

支付压力将不断增大，政府主管部门提出提高法定退休年龄的改革意向，当属意

料之中的事情。然而，处于不同背景下的社会大众会基于各自利益对这一改革持

有截然不同的立场。即使是在学术界，对这个问题也有不同的声音：一部分研究

者大力支持延迟退休年龄。例如，林宝支持提高法定退休年龄，因为他的测算发

现，如果提高法定退休年龄，到 2020 年我国养老金隐性债务会降低。袁廿一支

持提高退休年龄，因为他认为提高退休年龄对我国二元劳动力市场的人力资本的

传导有重要作用，这会导致人力资源存量的增加和人力资源质量的改善；不过，

他强调提高退休年龄会改变同一代以及不同代的劳动力之间的利益分配格局，进

而会影响社会公平，因此在具体实施的时候应该慎重。郑秉文分析了欧债危机下

西方福利国家养老金改革趋势，强调西方国家提高法定退休年龄的政策改革的有

效性，并且认为，我国目前的法定退休年龄偏低，需要提高法定退休年龄来对我

国养老金制度中的各项参数进行调整，使我国养老金制度的财务问题得到改善。

另外一部分研究者反对提高法定退休年龄。例如，姜向群、陈艳质疑我国学术界

支撑提高退休年龄的诸多理由，认为这些理由有内在的缺陷，我国提高法定退休

年龄尚不可行。还有一些研究者分析了提高法定退休年龄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

例如，张车伟指出，提高法定退休年龄对大学生就业的影响比较严重，因为大学

生的就业取向主要偏向于正规部门，延迟退休年龄会导致正规部门人员更新变

慢，大学生进入正规部门系统会很难。刘霞辉认为，我国当前还处在人口红利时

期，活跃的劳动力资源比较丰富，让这些处于黄金时期的劳动力就业对社会经济

发展有巨大推动作用，延迟退休年龄会将这种劳动力的优势转化为一种就业负

担，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不利。不过，学术界从社会分层的角度分析退休年龄问题

的研究还不多。基于这样的考虑，本文通过个人效用模型得出个人效用最大化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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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退休年龄区间，分析不同阶层在该区间内进行的不同的退休年龄选择，并针对

不同阶层的退休年龄选择，提出了一些合理的政策建议。 

二、个人效用模型下退休年龄区间的计算 

（一）个人效用模型的引用及其调整 

假设每个劳动者都在个人效用最大化的前提下选择适合自己的退休年龄，就

可以计算出相应的退休年龄区间。适用的个人效用模型，学术界早已提出，这里

借鉴曲双石在 2009 年使用过的一个个人效用模型。该模型的假设前提是个人的

两种状态：完全工作状态和完全退休状态，并且不存在其他状态。该模型的主要

变量是参加工作年龄 0t ，退休年龄 R，死亡年龄 T ，名义利率 r，退休前死亡概

率 p ，个人效用 u。作者从个人的两种状态得出两个状态下的个人效用函数，进

而得出个人的总效用函数，通过数学计算，得出在个人效用最大值处，退休年龄

（此处认为是模型计算下的最佳退休年龄）与参加工作年龄，死亡年龄，名义利

率的函数关系，其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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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选择这个模型，是因为它通过经济学模型，在退休年龄与相关的可得

变量（即参加工作年龄、名义利率、死亡年龄）之间建立了定量的函数关系，使

得退休年龄这一政策规定的设定具有了一定的精确性。 

（二）相关参数取值的调整 

为了利用上述模型进行分析，需要对相关参数的取值进行调整，使其更为合

理。这主要涉及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参加工作年龄的选择。对于参加工作年龄，一些研究采用 15 岁以上

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加上假设的入学年龄计算得出，这种取值方法忽视了城乡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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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考虑到主要是城镇就业者受到法定退休年龄政策的影响，而农民所受到的影

响较小，因此该参数的取值需要重新考虑。2013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当前中

国 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9年，假设 7岁开始上学，那么，可以参加

工作年龄为 16 岁。但是，由于城镇居民的受教育年限普遍高于农村居民，城镇

居民平均参加工作年龄应该大于 16岁。为了更准确地计算 15-59岁人口的平均

参加工作年龄，需要做出以下假定：学历在初中以下的人口均在 16岁参加工作，

因为我国劳动法规定最低就业年龄是 16 周岁；高中毕业就参加工作者的参加工

作年龄为 18.5岁，因为我国目前小学入学年龄大多在 6-7岁之间；以此类推，

大专毕业者、大学毕业者和研究生毕业者参加工作的年龄分别为 21.5 岁、22.5

岁和 25.5岁。如表 1所示，用 2010年 15-59岁人口的学历构成与参加工作年龄

的数据，经过加权，可以得到这个群体平均参加工作年龄大约为 18岁。 

 

表 1  2010 年城镇 15-59 岁人口学历构成与参加工作年龄 

 初中以下学历 高中 大专 大学 研究生 

人数（千万人） 25204 13955 5920 4260 402 

所占比例（%） 50.67 28.05 11.90 8.57 0.81 

参加工作年龄（岁） 16 18.5 21.5 22.5 25.5 

    注释：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有城市和镇的 6岁及以上人口受教育程度的相关数据，也有城

市和镇的 15岁及以上人口的相关数据；由于 14岁及以下的人口很少能够初中毕业，所以上述两个数据的

差额基本上都是属于初中以下学历的人口数，将这个差额从 6岁及以上人口中初中学历以下人口数中扣除，

就可以得到 15岁及以上人口中初中以下学历的人口数。同样，在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也有城市

和镇的 60岁及以上人口的相关数据，但是却没有这个群体的学历构成。幸运的是，在 2010年达到 60岁及

以上的人，是属于 1950年之前出生者；根据 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数据，当时拥有高中学历和大学学历

的人口仅仅占全国人口的 1.84%，由此可以判断 2010 年达到 60 岁及以上的人口基本上都属于初中以下学

历的人口。这样，可以从初中学历人口中直接扣除 60岁及以上的人口数，尽管这样做不够精确。最后，就

可以得到表中 2010年城镇 15-59岁人口学历构成。 

    数 据 来 源 ： 第 六 次 全 国 人 口 普 查 数 据 来 自 其 专 门 网 站

http://www.stats.gov.cn/tjsj/pcsj/rkpc/6rp/indexch.htm ； 第 二 次 人 口 普 查 的 数 据 来 自

http://www.stats.gov.cn/tjgb/rkpcgb/qgrkpcgb/t20020404_16768.htm。 

 

第二，死亡年龄的选择。对于死亡年龄，一般采用官方公布的中国人均预期

寿命，但这忽略了城乡地区差异。根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的结果，2000 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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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为 71.40岁，但城镇居民人均预期寿命为 75.21岁。根据全

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2010年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达到 74.83 岁，比 2000

年提高了 3.43 岁。如果城乡居民人均预期寿命同步提高，那么，城镇居民人均

预期寿命将达到 78.64岁。这里取城镇居民预期寿命作为死亡年龄更为合适，因

此， 64.78=T 。 

第三，名义利率的选择。对于名义利率，一般选择 1年期存款利率。然而，

从较长的时期看，1年期存款利率会发生比较明显的波动，因此，如果选择较短

的时间区间进行计算，将因缺乏稳定性而使可信度下降，因此，选择较长时间序

列的数据进行计算更为有效。如表 2 所示，在 1993至 2012 年的 20 年间，1 年

期存款利率处于较大的波动之中。如果取这 20年间 1年期存款利率的平均值作

为名义利率，那么， %41.4=r 。 

 

表 2  我国 1993-2012 年 1 年期存款利率（%） 

年份 名义利率 年份 名义利率 年份 名义利率 年份 名义率 

1993 9.24 1998 5.22 2003 1.98 2008 3.28 

1994 10.98 1999 3.02 2004 2.12 2009 2.25 

1995 10.98 2000 2.25 2005 2.25 2010 2.5 

1996 9.21 2001 2.25 2006 2.39 2011 3.13 

1997 6.57 2002 1.98 2007 3.33 2012 3.25 

注释：表中 1年期存款利率是经过笔者重新计算得来的，即为当年分段计息利率的简单平均数。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网站，《中国统计年鉴》。 

（三）最优退休年龄区间计算 

将上述三个数据代入到公式中计算，得出最优退休年龄 14.64=∗R 。这个数

值可以作为我国调整标准退休年龄的参考值。我国现行的法定退休年龄一般为

60 岁，明显低于这一模型计算的一般状态下的大多群体的最优退休年龄。这表

明，延迟退休年龄似乎应该成为一种趋势。然而，对于不同的群体而言，最优退

休年龄差异很大，因为，在计算最优退休年龄时，除了名义利率 r的变动与个人

无关外，每个个体的死亡年龄T 与参加工作年龄 0t 均有所不同。假定 r和T 不变，

 

6 



工作论文                                    SSL Working Paper Series 

一个 16岁参加工作的人，最优退休年龄为 64岁；一个典型的博士研究生，参加

工作年龄为 28.5岁,最优退休年龄为 65岁。如果以 16岁参加工作的人的最优退

休年龄为下限，以一个典型的博士毕业生的最优退休年龄为上限，可选择的最优

退休年龄区间是 64岁至 65岁。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虽然这两个群体参加工作年

龄相差 12.5 岁，但最优退休年龄仅仅相差一年。如果假定不同群体的预期寿命

是不同的，则不同群体之间最优退休年龄的差异可能会发生变化。然而，不幸的

是，几乎没有有关不同群体不同预期寿命的可靠的经验数据。不过，即使剔除这

一因素，也可以从这个角度证明我国目前应该把法定标准退休年龄提高到 64岁，

并在将来进一步提高到 65岁。 

三、三个阶层的退休年龄选择分析 

虽然前文以个人效用最大化模型为基础得出了一个一个弹性退休年龄区间，

以便于不同群体选择适合自身特点的退休年龄，但是，整个社会对退休年龄的看

法与选择已经超越了前文所研究的范畴，而是呈现出明显的社会分层特征，即不

同的社会阶层的立场和选择存在着显著差异。根据这种差异，可以将相关群体划

分为权力阶层、技术阶层和一般阶层，并对其不同的退休年龄选择进行进一步分

析： 

（一）一般阶层的退休年龄选择 

这里所说的一般阶层指的是处于社会中下层的群体，他们受教育程度较低，

没有良好的技术或专门知识，主要依靠简单劳动获得较低的劳动报酬。这个阶层

中的大部分人在达到一定的年龄之后继续工作所获得的劳动报酬将难以得到快

速增长或者甚至会有所下降，与工作相伴的各种风险会加大，而再就业能力会急

速下滑，因此，如果养老保障制度能够提供好不错的养老金待遇，他们一般会选

择较早退休。对于这个群体的退休年龄选择，还存在着其他一些影响因素：帮助

子女照顾幼童以及处理家务的想法，会诱使他们较早退休；如果身体健康，另找

一份工作的打算也会诱使他们较早退休，但这个阶层的人一旦退休另外再找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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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正式工作的难度较大；此外，这个群体中可能会有不少人无法根据自身情况做

出理性选择，而是因一些意外或突发事件而随意选择退休时间。 

（二）技术阶层的退休年龄选择 

这里所说的技术阶层，指的是自身掌握有专门知识或技术的人群，比如医务

人员、工程师等等。技术型阶层一般被认为是社会的中坚力量，他们通常拥有较

高的文化水平，能够比较理性地做出退休年龄选择。正是由于掌握有专门知识或

技术，这个群体的再就业能力比较强，而且，只要身体健康，这种再就业能力通

常不太受到年龄增长的束缚，而是更多地受到知识或技术进步的束缚。对于这个

群体而言，收益最大化的一个可能选择是：只要政策允许就提前退休，一边领取

退休金，一边再找一份工作获取工资收入。而且，存在两个因素强化他们做出这

种选择的意愿：一是其中许多人有比较强的留遗产的意愿，这使得他们宁愿放弃

退休后的闲暇享受；二是现行统账结合的财务制度有可能会使其中一部分人觉得

缴费时间越长越不划算。不过，其中也有少数人在掌握专门知识或技术的同时掌

握一定的权力，一旦离开原单位将丧失这种权力，因而会做更为仔细的权衡。其

中还有一些人因为其他原因而不再就业，例如需要帮助工作压力大且收入不菲的

子女照看幼童。 

（三）权力阶层的退休年龄选择 

这里所说的权力阶层，指的是拥有权力，掌握资源，能够制定政策或者具有

一定的决策权的人群。权力阶层处于整个社会的上层，他们往往比较理性，一般

会考虑权力、收入和声望等因素，从而做出退休年龄选择。对于他们而言，虽然

权力、收入和声望三者往往是相互关联的，有时候也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但权力

处于核心位置。拥有权力，一般就会拥有相应的收入（甚至包括相当可观的灰色

收入甚至黑色收入），也可以赢得相应的声望；而一旦不再拥有权力，收入和声

望都有可能急速下降。虽然其中的一部分人可以通过再就业获得一定的收入补

偿，或者从闲暇中获得快乐作为补偿，但是，对其中许多人来说，失去权力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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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声望损失以及随之而来的巨大的心理落差，几乎是难以忍受的。因此，对这

些人来说，提前退休意味着提前失去权力，而推迟退休则意味着继续拥有权力，

支持推迟退休也就在情理之中。 

总而言之，如果任由劳动者根据个人利益最大化选择退休年龄，权力阶层大

多会选择较晚退休，技术阶层大多会选择较早退休，而一般阶层绝大部分会选择

较早退休。这也就是当前绝大部分劳动者都反对延迟退休的基本原因。 

四、相关政策建议 

如果让所有劳动者在上述退休年龄选择区间内根据自身利益最大化进行选

择，其结果从整体上看显然并不是最优的，也就是说，正确的退休年龄政策应该

是对各个阶层的退休年龄选择进行调整，从而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这其中，

最关键的是确认各个阶层基于个人利益最大化而进行退休年龄选择中包含了哪

些不合理的意愿，又有哪些合理的意愿。通过法定退休年龄政策调整，以帮助人

们实现那些合理的意愿，而放弃那些不合理的意愿。下边，仍然分三个阶层对此

加以分析： 

（一）针对一般阶层的法定退休年龄政策 

如前文所述，在现行政策下，一般阶层通常倾向于选择提前退休，其主要考

虑以下因素：一是岁数越大越难以找到合适工作；二是身体不适或者需要承担照

顾家庭幼童等事务；三是少交一些年份的费用，同时养老金收益不会大幅下降；

四是早点领取退休金，同时再去干一些临工赚钱。前两个方面的考虑虽然合理，

但充满了风险与不确定性，可能导致退休者养老金不足。后两个考虑虽然是基于

个人利益最大化，但却是不合理的，因为养老保险制度需要强调缴费义务与养老

金权益之间的关联性，才能够可持续发展。相关法定退休年龄政策虽然应该给个

人留下一定的选择空间，但也要规避那种少交费多享受的不合理意愿，并帮助非

理性的群体作出较为合理的退休年龄选择。当然，这也免不了还有少数个体因非

理性选择而陷入困境，政府应当但只需要承担起该部分群体的最低生活保障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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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假定我国目前将法定标准退休年龄提高到 64 岁，应

该允许人们选择提前退休，但是，政策还需要考虑至少几个方面：第一，在将法

定标准退休年龄提高到 64 岁的同时，标准退休金应该得到相应的提高，否则将

引起普遍的发对；第二，提前退休的岁数应该有限度，例如可以规定最低退休年

龄为 59岁（从事艰辛工作等特殊情况可以适当放宽）；第三，选择提前退休者，

其所能够领取的养老金将按照提前退休的年数递减。 

（二）针对技术阶层的法定退休年龄政策 

如前文所述，技术阶层在选择退休年龄时主要考虑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边拿

退休金边拿工资；二是留恋自身因拥有技术而逐渐获得的权力；三是考虑为子女

留遗产等家庭因素。前两者是不合理的，对于边拿退休金边拿工资，不仅不利于

国家解决就业问题，特别是对其他求职者不公平，而且，退休后获得双份收入，

往往又不缴纳各种税费，对其他就业者而言也是不公平的。至于其中一些人对权

力的留恋，也许包含有合理的理由，但通常会减缓人才的代际更替，影响所在领

域的技术创新与进步。第三种意愿是合理的，但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经验技术型

劳动力的损失。基于这样的考虑，政策应该鼓励人们推迟退休，但需要注意：第

一，可以通过扩大个人账户缴费在总缴费中所占比例、增强基础养老金与缴费年

限的关联度、根据延迟年份递增基础养老金等方法，鼓励推迟退休；第二，推迟

退休也应该有限度，如果以 64岁为标准退休年龄，至多可以推迟到 69岁（即法

定最高退休年龄），以免影响就业和技术进步；第三，推迟退休者可以继续发挥

自己在技术或知识方面的特长，但应该放弃相关行政性权力；第四，建立举报制

度，防止部分人在领养老金的同时从事全日制工作。 

（三）针对权力阶层的法定退休年龄政策 

权力阶层通常会选择推迟退休，既有可能是认为自己的能力和经验还可以为

社会多做些贡献，也有可能是为自己谋取更多的利益。考虑到前一种情况确实普

遍存在，政策应该允许他们其中部分人推迟退休；如果考虑到后一种情况可能会

 

10 



工作论文                                    SSL Working Paper Series 

导致腐败问题，严重影响社会公平正义，那么，对于掌握权力的人推迟退休就需

要十分慎重；另外，对于权力阶层，更重要的是要考虑代际更替问题，顺畅的权

力交接有助于提高组织或机构的活力和管理效率。基于这样的考虑，可以对权力

阶层实施这样的退休政策：第一，其中的绝大部分人应该在法定最低退休年龄（59

岁）时让出手中的权力，并在达到标准退休年龄时退休；第二，对于其中的拥有

特殊技能或知识的人，虽然也需要在达到法定最低退休年龄（59 岁）时让出手

中的权力，但经过特定的审批程序，可以在达到法定标准退休年龄（64 岁）之

后继续工作，直到达到法定最高退休年龄（69 岁）时退休；第三，对于其中极

少数达到一定的级别或者具有某种特殊能力的人，经过更为严格的审批程序，可

以在达到法定标准退休年龄（如 64岁）或法定最高退休年龄（69 岁）时再让出

手中的权力，并退休。 

总而言之，基于不同社会阶层对退休年龄的选择，可以制定一套弹性退休政

策，这主要包括：将法定标准退休年龄提高至 64岁，并相应地提高养老金水平；

允许在达到法定最低退休年龄（59 岁）时选择提前退休，但相应地减养老金给

付；通过扩大个人账户缴费在总缴费中所占比例、增强基础养老金与缴费年限的

关联度、根据延迟年份递增基础养老金等方法，鼓励部分人在达到法定标准退休

年龄（64 岁）之后继续工作；对于特定的权力阶层制定专门的法定退休年龄政

策；等等。这样的政策可能会有不足之处，其原因可能在于对社会阶层的划分不

够细致、对不同社会阶层退休年龄选择行为的分析不够全面深入等方面，但是，

从整体上看，它能够反映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特别是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

发展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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