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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中下旬以来，各个省份陆续公布 2022 年养老金调整方案上调养老金，这

是我国自 2005 年以来连续第 18 年调整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也是继 2016

年以来连续第 5 年同步统一调整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对

此，《时代财经》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教授

等专家学者，以下为媒体报道： 

 

26 地上调退休人员养老金，上海、宁夏定额涨幅最高 

 

随着上世纪 60 年代婴儿潮出生的人将陆续退休，中央层面早已为“十四五”期间来临

的退休潮做准备。 

老爸老妈又“涨工资”了！ 

进入 7月中下旬，各个省份 2022年养老金调整方案陆续公布。 

据时代财经统计，截至 7月 21 日，陕西、吉林、江西、内蒙古、北京、福建、广东等

26 个省份或直辖市出台了养老金上调细则。这是我国自 2005 年以来连续第 18 年调整企业

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也是继 2016 年以来连续第 5年同步统一调整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退

休人员基本养老金。 

与往年一样，各个省份的养老金上调分为定额调整、养老金比例挂钩调整、缴费年限挂

钩调整、高龄倾斜调整等上调项目。就目前已经公布的数据来看，在定额调整方面，宁夏、

上海为 60元，居全国最高。而在根据养老金比例挂钩调整方面，海南比例最高，按本人 2021

SSL Express 

 
 

 

 

快 讯 

 
 

 

 

中国社科院社会保障实验室 

 

 



 

 

第 2 页 

年 12月基本养老金增加 2.32%，其次为广东增加 2.1%。 

随着最大“退休潮”到来，养老保险基金的压力逐渐增大。据半月谈报道，从现在开始

至未来 10 年间，我国将迎来史上最大“退休潮”，60 后群体正以平均每年 2000 万人的速

度退休。 

7 月 21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接受时代财经采访时指出，

随着上世纪 60 年代婴儿潮出生的人将陆续退休，中央层面早已为“十四五”期间来临的退

休潮做准备，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对冲养老金发放等财政压力。 

郑秉文提到，实施养老金全国统筹制度、中央与地方分责的财政补助制度、地方养老保

险收支奖惩机制等基本上可以应对退休潮来临的支付高峰。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属于国家信用，有国家信用兜底，支付是不会出现任何问题。”武

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董登新对时代财经指出。 

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上调方案 

在今年两会上，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会继续上调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和城乡居民养老

金。7月，各地陆续公布上调方案。 

郑秉文向时代财经介绍，每年养老金的调整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定额调整，另一部分是

挂钩调整。据悉，养老金定额调整部分为每个退休职工都进行的调整。而挂钩调整部分，则

是根据每个退休职工的具体情况进行调整，通常包括与该职工去年养老金的比例、缴费年限

以及年龄段挂钩。 

“这些调整具有中国特色，适合中国国情。”郑秉文进一步指出，由于各地的退休职工

情况不一样，因此各个地区在定额与挂钩的比例并不一致，呈现出一定的地方特色。 

“有的地方是重工业地区，老工人、老技术人员多，以前技术人员工资都比较低，现在

利用这种结构性调整可以倾斜。”郑秉文解释道。 

郑秉文还强调，各个地区的调整都是按照全国统一的公式计算出来的，即便各个地方存

在有无社保基金余额的差别，但涨幅总规模全国都是一个比例，体现全国范围的公平性。“地

方之间不可能存在攀比，比如有的地方吃亏，有的地方占便宜的情况。” 

时代财经梳理发现，在定额普调一项，上海和宁夏的定额调整数额最高，均为上涨 60

元；天津、河北、贵州、内蒙古等 9个省、直辖市的定额调整在 40至 50元之间，安徽、甘

肃、北京、湖南等 11个省、直辖市的定额调整在 30至 40元之间，30元以下的省份有广东、

江苏、云南，分别为 28元、27元、20元。 

在挂钩调整方面，已公布的省、直辖市均采取“双挂钩”形式，既和基本养老金挂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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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和累计缴费年限挂钩。其中，海南的养老金挂钩比例为 2.32%，广东为 2.1%，福建为 2%，

位列“前三名”；上海、广西、内蒙古、云南、湖南、浙江等 18地均在 1%至 2%之间；辽宁、

甘肃、安徽、贵州 4地调整比例在 1%以下，其中贵州仅为 0.1%。 

值得注意的是，北京的调整方式和其他各省不同，采取划线调整的方式，即以 2021 年

每月人均可支配收入 6250 元为基准，其以上，每人每月增加 20 元；以下每人每月增加 50

元。 

 

图为各省定额调整、养老金比例挂钩调整的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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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累计缴纳年限挂钩则是各个省份根据职工过去缴纳的年份长短进行区别调整。

例如吉林，退休人员缴费年限 25年以下部分，每满一年增加 1元；缴费年限 26年至 30年

部分，每满一年增加 2 元；缴费年限 31 年至 35 年部分，每满一年增加 3 元；缴费年限 36

年及以上部分，每满一年增加 4元。 

“‘多缴多得’是调整的原则之一，该模式有利于激励参保人多缴费、长缴费。”郑秉

文称，养老金调整目的之一是实现再分配，对一定的目标群体实行一定的倾斜，促进公平。 

在高龄倾斜方面，各省、直辖市均分年龄档次加发，如广东分为 4个年龄档次，最高档

次（年满 100 周岁及以上）可加发 200元每月。而贵州采取较为特别的阶梯上涨的方式，70

岁至 80岁区间内，超过 70 周岁，每超 1岁增加 6元；80岁到 90岁区间内，超过 70周岁，

每超 1 岁增加 7 元；90 岁以上的老人，超过 70 周岁，每超 1 岁增加 8 元，如一位 92 岁的

老人可以加发 176 元。 

再比如，广州退休人员李女士今年 71周岁，去年 12 月领取的基本养老金为 5000元，

她的缴费年限为 30年。经此次调整后，她在 2022年每个月可以多领取 193 元。 

计算如下，广东的定额调整为 28 元；养老金挂钩调整为 2.1%，即 5000 元×2.1%=105

元；缴费年限挂钩调整 40元，缴费年限每满 1年基本养老金月标准增加 1元，30年则为 30

元，在此基础上，超过 20 年的缴费年限，每满 1 年基本养老金月标准再增加 1 元，即(30

年-20年)×1=10 元；高龄倾斜调整则是因为年满 70周岁不满 80周岁加发 20元。 

多管齐下应对退休潮 

时代财经翻查各个省份上调的通知，发现均涉及到此次调整基本养老金所需资金如何筹

措，即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从企业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列支，参加机关事业单位工

作人员基本养老保险的从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列支。 

部分地区还提到，地方财政对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养老金调标新增支出按 5%补助。

对中西部地区、老工业基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在京中央国家机关及所属事业单位，中央

财政予以适当补助。未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调整所需资金由原渠道解决。 

今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复杂严峻，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人社部等部门出台了缓

缴社保费政策，对餐饮、零售等五个特困行业企业阶段性缓缴养老、失业、工伤三项社保费。 

另根据财政部最新公布的《2022 年上半年财政收支情况》，上半年，全国政府性基金

预算收入 27968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28.4%。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本级收入 26070亿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 29.7%，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23622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31.4%。 

此前半月谈发文称，从现在开始至未来 10 年间，我国将迎来史上最大“退休潮”，60 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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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持续进入退休生活，以平均每年 2000 万人的速度退休。 

实际上，1949 年以来，我国共经历了两波“婴儿潮”，其中，第一波是 1962-1973 年，这

一时期每年平均出生人口 2700 万。按照年龄推算，第一波“婴儿潮”出生的人口将在

2022-2033 年陆续步入 60 岁。 

郑秉文介绍，中央对此早有部署。今年 1 月 1 日开始，实施全国养老金统筹制度。全国

统筹制度在相当程度上可以降低财政压力，让养老金基金收入多和收入少、沉淀多和沉淀少

的地方能够有一定的调剂。同时，中央和地方建立了明晰的财政补助分责机制，举全国之财

力来满足支付退休潮高峰的到来。另外，为保障养老保险费征收能力和规范养老金支出规则，

建立了奖惩规则。 

董登新还提到，国资划转也是充实社保基金的重要途径之一，与此同时，还应大力发展

第二支柱的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尤其是现在正在推的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  

“养老金入市也是养老基金保值增值的重要途径。”董登新指出，全国社保基金的年化率

超过 8%，企业年金的年化率超过 7%，这都是相当可观的。“个人养老金账户将来开通之后，

年化收益保守预估至少也可以达到 5%-6%。” 

郑秉文总结道，尽管目前中央和地方财政压力都不小，但是在养老金面前还是优先支出，

这是涉及国计民生的财政盘子。“养老金是刚性支出，面对中央政策，地方必须百分百满足

支出的要求，这没有什么可含糊的。中国社保制度最大的优势有两个，即政治优势和体制优

势，这是我们应对退休潮的根本底气。” 

原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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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简称“世界社保研究中心”），英文为 The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Social Security Studies at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英

文缩写为 CISS CASS，成立于 2010 年 5 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设立的一个院级非实体性

学术研究机构，旨在为中国社会保障的制度建设、政策制定、理论研究提供智力支持，努力

成为社会保障专业领域国内一流和国际知名的政策型和研究型智库。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保障实验室（简称“社会保障实验室”），英文为 The Social Security 

Laboratory at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英文缩写为 SSL CASS，成立于

2012 年 5 月，是我院第一所院本级实验室。“社会保障实验室”依托我院现有社会保障研

究资源和人才队伍，日常业务运作由“世界社保研究中心”管理，首席专家由“世界社保研

究中心”主任郑秉文担任。 

“社会保障实验室”于 2013 年 2 月开始发布《快讯》和《工作论文》。《快讯》产品

版权为“社会保障实验室”所有，未经“社会保障实验室”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

何形式翻版、复制、上网和刊登，如需使用，须提前联系“社会保障实验室”并征得该实验

室同意，否则，“社会保障实验室”保留法律追责权利；《工作论文》版权为作者所有，未

经作者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抄袭、复制、上网和刊登，如需引用作者观点，可注明

出处。否则，作者保留法律追责权利。 

如需订阅或退订《快讯》《工作论文》，请发送电子邮件至: cisscass@cass.org.cn。 

地址：北京东城区张自忠路 3 号院东院北楼 

电话：（010）84083506         传真：（010）84083506 

网址：www.cisscass.org         Email: cisscass@cass.org.cn 

联系人：董玉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