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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面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挑战，延迟退休年龄政策逐渐成为各国应对老龄化问题的重要举措。本文系统性

地回顾了国内关于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的研究文献，利用文献计量分析，探讨了延迟退休的必要性、公

众意愿、实施效果及政策设计。研究结果显示，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在提高老年劳动力参与率、缓

解养老金支付压力等方面具有显著效果，但其实施仍面临公众接受度低和制度设计复杂等挑战。文章以

期对相关政策制定者和研究者提供有价值的理论参考与实践指导。此外，文章还提出了未来研究的方向，

强调了跨学科研究和配套制度改革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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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face of the challenges brought about by the aging population, the policy of delaying the retire-
ment age has gradually become an important measure for countries to cope with the aging problem. 
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e research literature on progressive delayed retirement age in 
China, and discusses the necessity, public willingness, implementation effect, and policy design of 
the delayed retirement. Results show that the gradual postponement of retirement age policy h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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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nificant effects in improving the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rate of the elderly and alleviating the 
pressure of pension payment, but its implementation still faces challenges such as low public ac-
ceptance and complex system design. This study provides valuable theoretical reference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relevant policymakers and researchers. In addition, this study proposes the direction of 
future research, emphasizing the importance of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and supporting system re-
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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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 1951 年确立的法定退休年龄制度，即男性 60 周岁、女性干部 55 周岁、女性工人 50 周岁，虽历

经多次调整，但基本框架仍延续上世纪 50 年代的模式。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现有的退休年

龄及老年劳动参与率已无法满足当前经济社会需求，导致老年劳动力资源未能得到充分利用，并对养老

金体系与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1]。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多个重要会议均对延迟法定退休年龄进

行部署。2012 年，《社会保障“十二五”规划纲要》首次提出“研究弹性延迟领取养老金年龄的政策”

[2]。此后，政策方向逐渐明确，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2015 年)和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2020 年)分别部署

了“出台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和“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任务。2022 年，党的二十大

报告进一步重申了“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要求。2024 年 3 月的全国两会上，政府工作报告

中提到，“将稳步推进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政策，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2024 年 9 月 13 日，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我国将同步启动延迟男、女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具体来说，将用十

五年时间，逐步将男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从 60 周岁延迟至 63 周岁，女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从 50 周岁、

55 周岁分别延迟至 55 周岁、58 周岁。这一政策将从 2025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采取小步调整、弹性实

施、分类推进、统筹兼顾的原则[3]。 
为何要推行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如何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什么样的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方

案具有更好的效果？仅靠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能否解决老龄化问题？尽管现有文献对这些问题已有所探

讨，但缺乏对相关政策和文献的综合梳理与总结。因此，本文基于 2005~2024 年间 CNKI 数据库中的核

心期刊和 CSSCI 期刊来源，对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的理论文献进行系统梳理和归纳，旨在为渐进式延迟

退休年龄政策的制定和理论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分析思路。 

2. 延迟退休年龄的文献计量分析 

2.1. 研究方法与工具 

本文从定量和定性两个方面对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进行研究。定量研究部分，采用文献计量分析研

究趋势、主要研究机构、期刊分布以及关键词分析，提供目前关于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研究的宏观概览，

为后文的深入分析奠定了基础。在定性研究方面，则采用文献综述的方法对选定文献进行深入分析。研

究工具选取国际上文本编码的核心软件 NVivo11.0。该软件能够处理包括文本、可移植文档格式、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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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频和图像在内的多种文件类型，既适用于纯粹的定性研究，也适用于结合定性和定量的研究方法。 

2.2. 文献来源与检索方式 

以中国知网(CNKI)作为文献检索来源，选取 SCI、北大核心、CSSCI 文献为来源类别，于 2024 年 6
月 3 日以“渐进式延迟退休”或“延迟退休年龄政策”为主题，按时间顺序排列检索了 531 篇期刊文章

作为研究对象。剔除与主题无关或关联性不大的文献，最后保留 411 篇。 

2.3. 年度发文量分析 

依据我国学术界对延迟退休年龄及相关问题研究的发文量情况(见图 1)，发现 2005~2024 年我国研究

渐进式延迟退休的文献数量整体呈现上升趋势，尤其是在 2012 年之后，研究热度显著增加，在 2017 年

达到顶峰，共发表了 60 篇相关论文，约占整体发布量的 15%。发表数量从 2018 年之后趋于稳定，但仍

然保持一定的研究数量。 
 

 
Figure 1. The number of publications on progressive retirement policy research in China 
from 2005 to 2024 
图 1. 2005 年~2024 年我国渐进式退休政策研究发文量 

2.4. 机构分析 

 
Figure 2. Distribution of research institutions for progressive retirement policy in China from 2005 to 2024 
图 2. 2005 年~2024 年我国渐进式退休政策研究机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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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发表机构来看(见图 2)，文章分布前十名分别为中南财经大学(28 篇，占比 6.91%)、中国人民大学

(26 篇，占比 6.42%)、中央财经大学(12 篇，占比 2.96%)、中山大学(12 篇，占比 2.96%)、西南财经大学

(12 篇，占比 2.96%)、上海财经大学(12 篇，占比 2.96%)、中国社会科学院(9 篇，占比 2.22%)、西北大学

(8 篇，占比 1.98%)、四川大学(8 篇，占比 1.98%)等。 

2.5. 期刊分期 

从论文发表的期刊来源来看(见图 3)，发文数量排名前 10 为人口与经济(17 篇，占比 4.13%)、人口与

发展(11 篇，占比 2.67%)、西北人口(11 篇，占比 2.67%)、社会保障研究(10 篇，占比 2.43%)、保险研究

(9 篇，占比 2.18%)、人民论坛(8 篇，占比 1.94%)、财经研究(8 篇，占比 1.94%)、调研世界(8 篇，占比

1.94%)、经济社会体制比较(7 篇，占比 1.70%)、财经问题研究(7 篇，占比 1.70%)。 
 

 
Figure 3. Distribution of journals for progressive retirement policy research in China from 2005 to 2024 
图 3. 2005 年~2024 年我国渐进式退休政策研究期刊分布 

2.6. 关键词分析 

 
Figure 4. Keyword frequency analysis of progressive retirement research 
图 4. 渐进式退休研究的关键词词频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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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文献导入 NVivo11.0 软件，便于集中管理和分析。通过反复阅读，筛选出与主题紧密相关的关键

词，并生成“词云”图(见图 4)。该图已剔除无关信息，仅展示核心内容。词云中，字体大小、颜色和形

状代表关键词的频率和重要性。核心关键词如“延迟”、“退休”、“年龄”、“老龄化”、“养老金”

和“政策”等，被突出显示，便于识别。这些高频词揭示了研究的重点领域，为进一步分析提供了方向。 

3. 延迟退休年龄必要性的研究 

关于延迟退休年龄，学界最开始主要讨论的是“要不要”的问题，即对推出延迟退休年龄政策的必

要性的研究。“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强调，推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决策主要基于四项关键

考量：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受教育年限增加、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快以及劳动力结构的演变。国内学术界

亦围绕这些维度探讨了实施延迟退休政策的必要性。 

3.1. 从人口老龄趋势的角度出发 

老龄化社会的定义是 60 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 10%以上，或 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 7%以

上[4]。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2023 年末，中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已达 2.9697 亿人，占总人口的 21.1%，

其中 65 岁及以上人口为 2.1676 亿人，占总人口的 15.4% [5]。人口老龄化危机将会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

全方位、长周期、系统性的影响，并将给养老保险制度的运行与可持续发展带来严峻的挑战。但老年人

不是社会发展的包袱，更是社会的财富。唐钧(2006)认为适时、适势、适度地推迟退休年龄，是应对人口

老龄化危机对养老保险制度冲击的有效政策选择[6]。杨燕绥(2010)的研究也表明，延迟退休能够有效缓

解中国人口老龄化危机，并提高人力资本的利用效率[7]。 

3.2. 从人口预期寿命的角度出发 

随着经济发展和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不断完善，中国人口预期寿命显著提升，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

35 岁，到 20 世纪 50 年代的 40~45 岁，再到 2021 年的 78.2 岁，预计到 2035 年将达到 81.3 岁。人口预

期寿命的延长，一方面反映了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另一方面也显示出中国拥有庞大的老年劳动力资源。

林宝(2021)指出，随着预期寿命的显著提升，现行法定退休年龄标准偏低，将给养老保障体系带来巨大压

力[8]。原新(2023)进一步认为，平均预期寿命(余寿)的延长将导致社会抚养压力增加，老龄期占比上升，

不仅改变代际比例，更对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造成压力[9]。 

3.3. 受教育年限增加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国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已达到 2.1836 亿人。与 2010 年相比，

每 10 万人中大学文化程度人口增加了 6537 人，达到 15,467 人[5]，这表明中国劳动力人口的教育水平显

著提高。高中及以上学历人口占比逐年上升，接受高等教育人数持续增加，劳动力素质结构发生重大变

化。随着受教育年限增加，工作年龄人口数量减少，劳动力工作年限缩短。越来越多的适龄劳动力选择

提高自身学历水平，推迟进入劳动力市场时间点，导致社会平均就业年龄提高。因此，现行 60 岁的退休

年龄已不符合实际情况，老年人的年龄门槛亟需更新。 

3.4. 劳动力结构变化 

随着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劳动力结构发生深刻变化。2022 年末，全国就业人员 7.3351 亿人，占总

人口的 62.6%。其中，第一产业占 24.1%，第二产业占 28.8%，第三产业占比最高，达到 47.1%。劳动力

人口占比下降，结构不断优化，第三产业比重持续提升。延迟退休年龄可以充分利用老年劳动力的经验

和技能，促进产业升级和经济持续发展，缓解部分行业和地区的招工难问题。陈卫等(2007)认为，人口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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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是指劳动年龄人口占比高，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年龄结构。但随着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下降，人口红利效

应减弱，延迟退休年龄可以延长劳动者工作年限，有效利用老年人力资源，发挥其经验和技能优势，缓

解劳动力短缺，优化资源配置，推动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10]。 

4. 延迟退休年龄意愿的驱动因素研究 

政策制定过程中公众的意愿和接受度至关重要。学者们对延迟退休意愿进行了深入剖析，从政治、

经济、社会、个人和家庭等多个维度，探讨了不同区域、行业和群体对政策的看法及其影响因素。本文

将从这些角度出发，分析影响公众延迟退休意愿的关键因素。 

4.1. 影响延迟退休年龄意愿的政治因素 

政治因素包括社会保障政策、政策导向和宣传力度。在中国，党政机关、国有(集体)企业和事业单位

等体制内劳动者与民营、外资、个体经营单位等体制外劳动者的退休状况差异较大。梁玉成(2007)认为政

府的法定退休年龄对体制内劳动者具有较强的约束，他们通常难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选择退休年龄，但

体制外劳动者的退休决策具有较大的灵活性，他们一般能够自主选择退休年龄[11]。除此之外，政策透明

度和公众参与度对于延迟退休意愿有着显著的影响。透明的政策信息和公众的积极参与可以提高政策的

接受度，而有效的政策宣传和吹风则能够帮助公众更好地理解和适应政策变化。这些因素共同作用，有

助于提高公众对延迟退休政策的接受度和支持率。 

4.2. 影响延迟退休年龄意愿的经济因素 

经济因素对延迟退休意愿的影响是复杂且多维的，涉及收入水平、储蓄率和经济增长等主要经济因

素。收入水平是影响个体延迟退休意愿的关键经济因素。田立法等(2017)对于收入水平较高的群体，延迟

退休可以增加他们的工作年限，从而增加收入和福利，因此他们可能更倾向于延迟退休。较高的储蓄率

意味着个体在退休后有更多的财务保障，这可能使他们更愿意延迟退休，以享受额外的工作收入和福利。

经济增长可以提高就业机会和工资水平，使得个体更愿意延迟退休以获得更高的收入[12]。 

4.3. 影响延迟退休年龄意愿的社会因素 

社会因素包括劳动力需求、就业市场和社会环境等。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动和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

变化，延迟退休政策可能受到不同社会群体的欢迎。例如，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调整可能导致某些行业

的劳动力需求增加，从而鼓励延迟退休。同时，社会对老年劳动者的态度和就业机会的提供也是影响延

迟退休意愿的重要因素。朱稜(1999)通过深入研究发现，影响法定退休年龄的意愿主要因素有人口结构的

变动、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以及教育制度[13]。倪一宁(2023)通过研究发现空气质量变差会影响居民的退

休意愿[14]。 

4.4. 影响延迟退休年龄意愿的个人因素 

个人因素对延迟退休年龄意愿的影响是多维度的，包括年龄、性别、民族、教育背景、健康状况、职

位、工作性质和工作年限等。吴翌琳等(2021)从个人特征、工作情况和健康状况三个维度探讨了影响延迟

退休意愿的因素及作用机制[15]。其他学者从工龄、年龄[16]和受教育程度[17]等不同角度研究了这些因

素对延迟退休意愿的影响。年龄较大且健康状况良好的个体，以及教育水平较高、从事管理或专业工作

的人员更可能支持延迟退休。工作满意度和对未来生活质量的预期也会影响退休决策。李琴(2015)认为女

性和职称较高的人更愿意延迟退休[18]。针对不同职业群体，如高校教师[19]、机关事业单位人员[20]、
高级职称护理人员[21]和中高领护士[22]的延迟退休意愿的研究也表明，不同职业群体对延迟退休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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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差异。 

4.5. 影响延迟退休年龄意愿的家庭因素 

家庭因素对延迟退休意愿的影响不容忽视，涉及婚姻状况、配偶情况、赡养老人和抚养孙辈等方面。

家庭责任和家庭支持系统对个人的退休决策有显著影响。例如，需要照顾家庭成员的个体可能更倾向于

提前退休，而家庭支持系统健全的个体可能更愿意延迟退休。董娜(2015)研究发现婚姻状况是影响在职女

性的延退意愿的主要因素[23]。张丹(2022)研究发现，赡养老人、抚养第三代对个人压力程度等家庭因素

是影响高校处级和高级女教师是否延迟退休的关键因素[24]。 
上述研究表明，影响延迟退休年龄意愿涉及多个方面和因素。不同群体、不同行业对延迟退休持有

不同的态度，而政治、经济、社会、个体和家庭等多个因素也会影响人们的退休意愿。因此，在制定和实

施延迟退休年龄政策时，需要充分考虑这些因素，确保政策既符合国情又体现人文关怀。未来的研究可

以进一步深入探讨不同因素对退休意愿的影响机制，以及如何通过政策调整和社会支持来提高公众对延

迟退休政策的接受度和满意度。同时，也可以关注政策实施后的效果评估和改进措施，为政策制定者提

供更为全面和深入的参考依据。 

5. 延迟退休年龄政策效果的研究 

学者对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实施效果评估的研究也相当详尽，从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都进行了十分全

面的研究。宏观层面主要从养老保险基金、职工医保统筹基金、经济增长角度出发，微观层面主要对个

人生育率和生育决策、就业和劳动力市场角度出发。 

5.1. 从养老保险基金支付角度出发 

随着老龄化程度加深，养老保险基金支付压力沉重。有部分学者认为延迟退休年龄能够有效缓解养

老保险基金缺口的压力。熊婧(2017)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延迟退休政策在短期内能有效解决养老金的缺口

问题，并得到可观的盈余[25]。刘万(2020)认为延迟退休对抑制缺口扩大具有显著效果[26]。王云多(2023)
认为延迟退休能有效增加养老储蓄，提高退休后养老金待遇[27]。但也有学者对延迟退休年龄能够缓解职

工养老保险基金的支付缺口的有效性表示质疑。袁磊(2014)通过对延迟退休方案进行 72 种假设模拟发现，

养老保险资金缺口的解决不能仅仅依靠延迟退休年龄[28]。 

5.2. 从对职工医保统筹基金角度出发 

延迟退休政策对医疗保险基金支付的影响是双面的，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可能带来更大的支付压

力。曾益(2021)运用精算模型研究发现，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可以提高职工医保基金可持续性[29]。
李姝(2023)通过实证研究得出结论，实施延迟退休政策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小收支缺口、提高职工医保基金

的偿付能力[30]。殷俊等(2019)认为，在 2039 年以前调整生育政策是降低医保统筹基金赤字规模最主要

的手段，而 2039 年以后延迟退休年龄是最主要的手段[31]。延迟退休政策对医保基金财务运行的影响是

复杂的。也有研究表明延迟退休可能导致医疗资源更加紧张，给医保基金带来更大的支付压力。李姝(2023)
研究认为实行现行的退休年龄政策，职工医保统筹基金将分别于 2024 年和 2034 年开始出现当期收不抵

支和累计赤字情况[30]。 

5.3. 从经济增长角度出发 

从宏观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延迟退休政策需要与经济发展和劳动力市场需求的变化相匹配，以实

现劳动力市场的平稳过渡并推动经济发展。众多学者已经聚焦于延迟退休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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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严成樑(2016)提出延迟退休可以通过提高人口出生率来促进经济增长[32]。鲁元平等(2016)研究显

示，延迟退休带来的劳动力供给增加以及对消费和投资的正面影响能够促进经济增长[33]。景鹏(2020)延
迟退休不仅影响个人生命周期资源配置，还可能通过改变财政支出结构来影响经济增长[34]。然而，也有

研究指出，延迟退休可能会对年轻劳动力的就业机会产生挤压效应，从而影响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 

5.4. 从生育率和生育决策的角度出发 

封进(2020)认为在我国女性生育成本高、社会托幼服务稀缺和昂贵的背景下，(外)祖父母已成为照料

婴幼儿的重要力量。父代退休政策对子代的生育行为可能产生影响[35]。张世伟(2023)通过数值模拟结果

表明，母亲延迟退休对女性、就业、未生育和低收入的子女生育意愿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36]。但也有学

者认为，延迟退休会对生育率产生积极影响。杨华磊(2018)基于 OECD 国家的数据研究发现，延迟退休

不仅有助于改善家庭养老状况，还能促使生育水平的提升[37]。于成文(2021)延迟退休使代表性个体增加

隔代教养参与度，从而提高人口出生率[38]。 

5.5. 从就业和劳动力市场角度出发 

关于延迟退休年龄与就业方面的研究，部分学者认为，延迟退休年龄可以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劳动力，

有助于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张川川(2014)基于我国抽样调查的数据，提出老年人就业人数的增加不会导

致年轻劳动力的失业[39]。王竹(2019)通过研究表明，延迟退休年龄不仅不会挤占年轻劳动力就业，还会

对年轻劳动力就业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40]。也有另一部分专家学者得出了相反的结论，认为延迟退休年

龄政策会加剧就业紧张形势，尤其是对年轻人的就业产生较大的消极影响。李磊和席恒(2019)通过实证分

析发现，延迟退休会对年轻劳动力就业产生不利影响[41]。 
综上所述，延迟退休年龄政策会对宏观和微观层面产生显著的影响。在宏观层面，该政策有助于缓

解养老保险基金和职工医保统筹基金的收支压力，促进经济增长；在微观层面，该政策可能对个人生育

率和生育决策、就业和劳动力市场产生一定的影响。然而，这些影响并非绝对，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和

影响。因此，在制定和实施延迟退休年龄政策时，需要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确保政策目标的实现和社

会的和谐稳定。 

6. 延迟退休年龄政策设计的研究 

6.1. 延迟退休的时机步骤研究 

学界对于延迟退休的时机和步骤有广泛讨论，提出了多种渐进式延迟退休的方案。主流观点是渐进

式延迟退休，它主张通过逐年或每几年延长一定的退休年龄，逐步达到政策目标。这种方式的优点在于

其平稳性和可预见性，能够给劳动者和社会提供足够的适应期，减少政策变动带来的冲击。学者根据不

同的视角和参数设定得出不同的渐进方案，这些方案的具体执行时间表以及步伐速度不尽一致[42]。有学

者提出可以采取先女后男，男性 65 岁退休，女性 60 岁退休，先自愿选择，后强制推进，分步实施。郑

功成(2008)建议以“小步渐进、女先男后、兼顾特殊”为原则[43]。2013 年清华大学养老改革方案指出，

到 2015 年女性先延迟退休，到 2030 年实现女性 65 岁领取养老金；接着从 2020 年开始对男性进行延迟

退休，到 2030 年实现男性职工 65 岁领取养老金[44]。席恒(2015)提出了“95 制”、“96 制”、“97 制”、

“98 制”和“99 制”的五个渐进方案[45]。杨钒(2020)认可“女先男后”、女工人优先、最后实现 65 岁

同龄退休的延退方案[46]。曾益(2021)从提高基金可持续性与降低财政责任的视角，考虑了“女先男后”

和“男女一起”两种延退方式的差异，建议每年延迟 6 个月是最佳或较为理想选择[47]。肖严华(2023)强
调改革方案的渐进性和分阶段实施，并允许参保人在规定退休年龄的窗口期选择退休年龄[48]。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5.141047


徐婷，江凌 
 

 

DOI: 10.12677/ass.2025.141047 361 社会科学前沿 
 

6.2. 渐进式延迟退休相应的配套政策 

渐进式延迟退休需要相应的配套政策，主要包括社会保障、就业促进、职业培训等方面。依据人口

老龄化程度、养老基金收支情况与劳动力市场结构情况进行不同的政策设计与政策组合，以灵活弹性的

退休年龄政策为主，辅以高激励型养老金政策和慷慨的促进就业政策[49]。完善延迟养老金领取年龄与养

老金待遇挂钩机制，在现行养老金计发办法中已体现“多缴多得”的情况下，进一步强化“长缴多得”

的因素。在养老保险待遇调整机制中对延迟领取人员加大激励的幅度[50]。熊婧(2017)对延迟退休与养老

保险基金可持续性的相关关系进行了研究，发现仅靠单一的实施延迟退休无法长期维持基金的平衡，需

要同时采取一些配套措施[25]。房连泉(2023)指出应在退休金制度设计中实现激励相容，加大对延迟退休

的待遇奖励[51]。范维强(2023)认为，降低缴费率和提高养老金待遇等配套性政策可以减少延迟退休带来

的负面影响[52]。 
通过对延迟退休年龄政策设计的文献综述可以看出，渐进方案也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选择。同时，

配套政策的出台对于保障政策实施效果具有重要意义。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深入探讨如何根据国情制定

合适的延迟退休年龄政策，以及如何完善相关配套政策以提高政策的可行性和持续性。 

7. 结论与展望 

通过文献分析可知，延迟退休政策作为公共政策，其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存在众多关键问题，值得学

术界深入探讨。本文在梳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从推出延迟退休年龄政策的必要性、意愿、效果以及政

策设计四个方面进行了综述，以期对延迟退休年龄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参考。研究表

明，随着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加剧以及社会经济需求的变化，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已成为应对这一挑战的有

效措施。在制定延迟退休年龄政策时，必须充分考虑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和实际情况。同时，在评估政

策效果时，也需综合分析其正面与负面影响。科学制定退休年龄延迟政策方案、适时实施相关措施、稳

步推进政策进程，并在充分考虑支持条件与约束条件的基础上，配合相应的配套措施，以确保政策的顺

利实施和有效执行。 
学术界的研究和建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延迟退休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而政策的出台与执行也反映

了学术界对渐进式延迟退休的共识。目前，学术界对延迟退休政策的建议已在政策层面得到一定程度的

采纳和实施。延迟退休已是大势所趋，未来必须不断丰富相关理论与实践，以理论有效指导实践，并通

过实践来完善理论。未来的研究应进一步关注不同群体对延迟退休年龄政策的意愿和接受度。深入了解

劳动者的担忧和需求，以及企业和社会的期望，将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更具体和针对性的建议。在评估延

迟退休年龄政策效果时，应采用更加全面和科学的方法，除了关注宏观和微观指标外，还需考虑政策对

社会公平等方面的长期影响。通过建立长期跟踪研究机制，可以更准确地评估政策的实际效果，为政策

的调整和完善提供依据。此外，还需要加强配套措施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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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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