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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伴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和人口负增长的加剧，我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受到限制，逐步迈入了老龄化社会。

为了解决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问题，我国出台了《关于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决定》，在实施延

迟退休政策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延迟退休劳动者的权益保护问题，如现行的退休制度在不同行

业之间的退休年龄区分度不高、对于高龄再就业的劳动者的权益保护还存在不足等问题。针对这一系列

问题，应该加强立法方面的措施，从而更好地保障延迟退休劳动者的权益。 
 
关键词 

延迟退休，劳动者权益保护，劳动法 
 

 

Research on the Legislation Issues of  
Protecting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Delayed Retirement Workers 

Yijin Wu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 Ningbo University, Ningbo Zhejiang 
 
Received: Dec. 2nd, 2024; accepted: Dec. 23rd, 2024; published: Jan. 13th, 2025 

 
 

 
Abstract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population aging and the intensification of negative population growth, 
China’s economic growth potential is limited, and it has gradually entered an aging society.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s brought on by the aging population, China has issued the “Decision on Imple-
menting the Gradual Delayed Statutory Retirement Age”. In the process of implementing the de-
layed retirement policy, it will inevitably involve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work-
ers who have delayed retirement, such as the current retirement system’s low distinction betw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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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t industries and the insufficient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workers who are 
re-employed at an advanced age. In view of this series of problems, legislative measures should be 
strengthened to better protect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workers with delayed retir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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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延迟退休的背景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从 2000 年至 2020 年，我国 15 至 59 岁的劳动力人口比重下降了约

7%，而 60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比重则上升了 8.7%，根据联合国的预测，我国目前正处于老年人口增长

加速与劳动力负增长期。劳动年龄人口向老年人口的转化速度逐步增快，这实质上就是人口老龄化的体

现。事实上，我国自 2000 年就逐步步入了老龄化社会，习近平总书记也曾指出：“我国是世界上人口老

龄化程度比较高的国家之一，老年人口数量最多，老龄化速度最快，应对人口老龄化任务最重。”[1]人
口老龄化会导致劳动力供给减少，潜在经济增长率面临下行压力。随着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经济增长

的潜力受到限制，尤其是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传统优势可能会因为劳动力的减少而消失。随着老年人

口比例的增加，社会抚养比上升，养老负担加重，社保压力增大，政府债务可能加重。 
为了缓解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国家出台了延迟退休的相关政策。延迟退休这一“新政策的实施并不

损害公民退休后的物质生活保障权，不能把延迟退休简单地理解为对劳动者休息权的限制和延迟。”[2]
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是我国在综合考虑人均预期寿命、国民健康水平、人口结构、国民受教育程

度及劳动力供给等多方面因素之上做出的决定。 
2021 年，“十四五”规划中明确要逐步延迟法定退休年龄，以促进人力资源的充分利用；2024 年，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决定》并批准《国

务院关于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办法》，明确从 2025 年 1 月 1 日开始，逐步将男职工的法定退休年

龄从 60 周岁延迟至 63 周岁，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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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迟退休不仅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问题，而且可以促进年轻人的就业。因为

“从长期来看，社会工作岗位数量不是固定的，主要取决于高素质劳动者的供给量，因为这些劳动者是

经济增长的关键推动力。有经验的老年工人供给量增加，将提升经济增长潜力，由此为年轻人带来更多

工作的机会”[3]。延迟退休实际上是将未来不断积聚的人口老龄化风险向更年轻的世代劳动力逐步进行

分摊的过程。除此之外，伴随着我国生活水平提高、医疗技术进步，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我国人均预

期寿命提高了超过 10 岁，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增加了 6 年，参加工作的起始年龄普遍后移。延迟

退休年龄也能够更好地发挥劳动者的知识技能，提升教育投入的回报比。 

2. 延迟退休劳动者权益法律保护的正当性 

在实施延迟退休政策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延迟退休劳动者的权益保护问题。在《中华人民

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明确规定，劳动权是一种受到国家保护的法定权利，是人

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劳动权不仅关乎劳动者的个人利益，而且也是社会公平与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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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在当前延迟退休政策的背景下，保护延迟退休劳动者的权益具有正当性。 

2.1. 是社会进步的必然要求 

延迟退休立法是社会进步的必然要求，它反映了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和人口老龄化的现实。马克思

认为“社会不是以法律为基础的。那是法学家们的幻想。相反地，法律以社会为基础。法律应该是社会

共同的、由一定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现。”[4]由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求，延迟退休

政策的出台随之而来，人们开始关注延迟退休人员的利益保障问题。“延迟退休的政策效果是一个关乎

民生、社会、经济的多维系统问题”[5]，为了更好地推动延迟退休政策的实施，更好解决人口老龄化的

社会问题，保障延迟退休人员的利益具有必要性。 

2.2. 符合宪法精神 

延迟退休立法具有宪法依据，并且是保障劳动者权益的重要举措。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规定

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包括劳动权和社会保障权。延迟退休立法旨在保障劳动者的退休权益，符合

宪法精神。法学在一定程度上是权利之学，保障公民权利是法律特别是宪法的终极价值与根本目的。通

过立法保障公民的退休权益、通过立法来规范延迟退休政策，将有利于保障退休者的权益，最终有利于

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 

2.3. 符合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 

延迟退休立法需要科学设计，合理借鉴其他国家及地区的经验，并与国际趋势相接轨。许多国家已

通过立法有效推行延迟退休政策，我国可以借鉴这些域外立法样本，找出可资我国借鉴之处。同时，延

迟退休立法是改革退休制度、构建公平可持续性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必然法治路径。通过立法可将我国的

退休制度整体系统纳入法治轨道，而不仅仅是解决延迟退休的问题。 

3. 延迟退休劳动者权益保护法治现状及问题 

我国在法治方面对延迟退休劳动者权益保护取得了显著进展，包括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

鼓励自愿弹性提前或延迟退休、建立养老保险激励机制、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加强就业年龄歧视的防范

和治理、保障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加强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完善失业保险和养老

保险政策、规范特殊工种提前退休政策以及建立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与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

系等，这些措施共同体现了我国对延迟退休劳动者权益保护的重视和进步。但是另一方面，对于延迟退

休的劳动者权益的保护还存在不足之处。 

3.1. 退休制度的相关法律体系不完善 

经过法理学界的讨论，我国的法律可被分为六层位阶，从高到低依次为：宪法，基本法律，普通法

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与单行条例，政府规章。[6]涉及退休的法律绝大部分是以行政法

规和地方性法规的形式存在的，因此处于相对较低的法律位阶，若与高位阶法的规定存在冲突，则相冲

突的部分被视作无效。由此可见，我国退休制度面临法律层级低、适用面窄、宣传不足等问题，导致公

众接受度不高。并且当前关于退休制度以及延迟退休制度的相关法律体系不够完善，未出台以延迟退休

命名的法律法规，导致实际操作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障碍。 

3.2. 不同行业之间的退休年龄区分度不高 

我国现行的退休制度在不同行业之间的退休年龄区分度不高，这一问题随着人口平均寿命的延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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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发展需求的变化而日益凸显。目前，根据《2023 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我国人

均预期寿命达到 78.6 岁，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 40 岁左右相比有了大幅提升，但退休年龄规定却未能及

时适应这一变化。不同行业的工作强度和性质存在差异，例如，一些劳动强度大的行业，如体力劳动，

其工作人员可能在年轻时就遭受身体损伤，而现行的退休年龄规定未能允许他们及时退休，享受晚年生

活。相反，对于那些需要长期经验积累的脑力劳动者，如科研人员、医生等，现行的退休年龄可能又显

得过早，导致他们的专业价值和经验未能得到充分发挥，不利于行业的可持续性发展。此外，我国退休

制度的法律规定较为稀疏，规范密度低，且多由地方性法规、规章或行政规范性文件规定，这导致不同

地区、不同行业的退休政策存在差异，影响了制度的公平性和统一性。这种差异不仅影响了劳动者的权

益，也可能对劳动力市场和经济发展产生影响。因此，调整退休年龄，使之更加符合不同行业的特点和

需求，是提高退休制度适应性和公平性的重要方向。 

3.3. 高龄再就业劳动者的权益保护不足 

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提到了老年人参与社会的权利，包括高龄劳动者的再就

业权益，但这些规定大多非强制性，难以充分保障他们的权益。因此，对于高龄再就业的劳动者，权益

保护仍显不足。并且，由于生理上的差异，高龄再就业劳动者相较于年轻劳动者更需要特别的法律关照。

他们可能难以承担高强度的体力或脑力劳动，为了防止雇主无端迫使他们辞职，应提供更强的劳动保护，

并制定专门法律以确保他们的权益。因此，加强老年员工的就业保护法规是必要的。实际上，延迟退休

政策虽然可以延长劳动者的工作年限，但法律无法强制企业延长雇佣期限。企业是否续聘员工通常取决

于成本效益分析。随着年龄的增长，如果员工的效率降低而工资保持不变，企业可能会选择解雇他们。

在已实施延迟退休的国家，未达退休年龄的高龄员工常常遭受职场歧视或面临失业风险。如果没有适当

的对策，高龄劳动者的失业问题可能会加剧。因此，为了保护高龄再就业劳动者的权益，需要制定和完

善相关法律，确保他们在职场中得到公正对待，并减少因年龄增长而带来的失业风险。 

4. 延迟退休劳动者权益保护的优化与完善方向 

延迟退休是一项周期较长的改革，不是一蹴而就可以完成的，小步徐趋地构建合理的、与之配套的

法律体系具有必要性。在福利经济学中有一概念称作“帕累托改进”，即“一项政策通过改变现有的资

源配置能够至少提高一方的福利，而不会对其他人造成损害，削减福利损失而使整个社会受益”[7]。因

此，在推行延迟退休政策时，应该追求“帕累托改进”效益，对延迟退休政策所涉及的各种劳动者的切

身利益进行充分考量，并配套以相关的法律制度，为更好实施延迟退休政策提供保障。2024 年 9 月，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了《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对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权益保障有什么支持

政策？》一文，表明会从法律层面对保障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基本权益提出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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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完善法律体系 

通过完善法律体系，制定相关法律，从而解决退休制度的法律位阶较低的问题，如可制定《中华人

民共和国退休法》，以确保退休政策的权威性和执行力。这样的法律文件将为退休制度提供明确的法律

依据，提升政策的法律效力，确保政策的稳定性和长期性，从而更好地保障劳动者的权益。在《中华人

民共和国退休法》中，可以设立总则、适用主体、说明有关于退休的争议(如延迟退休政策中的弹性退休)，
以及相关的解决方法。此外，还能完善系统的、配套的法律体系，如完善、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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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法》《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等，完善养老保险制度，可以从延长养老保险缴纳时

间、设立新型养老保险以及完善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几个方面入手。这样的立法工作将有助于构建一个

更加全面和稳固的退休法律框架，为劳动者提供更加坚实的法律保护。 

4.2. 有针对性地制定退休年龄规定 

针对不同行业之间退休年龄区分度不高的问题，立法时可以考虑行业特性和劳动强度，制定更为细

致的退休年龄规定。这样的立法工作将有助于确保法律对各行各业一视同仁的态度，并且在特殊领域体

现出特殊考虑的法律实用性。例如，对于体力劳动强度大的行业，可以设定较早的退休年龄，而对于需

要长期经验积累的行业，如科研、教育等，则可以设定较晚的退休年龄。这样的分类推进原则已经在《国

务院关于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办法》中得到体现，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一步细化和完善。通过这

种方式，可以确保退休政策更加符合不同行业劳动者的实际需求，同时也能够更好地保护他们的权益。 

4.3. 保障高龄再就业者的合法权益 

对于高龄再就业劳动者权益保护不足的问题，立法中应明确规定用人单位招用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

劳动者时，必须保障其获得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基本权益。同时，国家应加

强对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的保障。此外，还可以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修

改，为超龄劳动者提供特殊保护规则，明确超龄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用工关系，以及超龄劳动者的

权利、义务、责任等。综合来说，应该在构建延迟退休法律制度的同时，构建对高龄劳动者再就业权益

的法律保护条例，从而维护高龄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这样的立法工作将有助于确保高龄劳动者在就业市

场中得到公平对待，同时也能够保护他们免受职场歧视和不公平待遇。 

5. 结语 

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加剧，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的必要性日益凸显。本文通过深入分析，提

出了一系列立法对策，旨在解决延迟退休政策实施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这些对策不仅能够维护劳动者

的合法权益，而且对于促进社会公平与和谐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加强立法工作，可以提升退休制度的法

律效力，确保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从而为劳动者提供更为坚实的法律保障。综上所述，渐进式延迟

退休年龄政策的实施，是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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