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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年的“缓冲期”。具体地，可借鉴OECD国家经

验，每3年或6年延迟1岁退休，逐步将退休年龄提

高至65岁。

（二）推行激励相容的弹性退休制度

OECD 国家在退休政策的设计上，既允许老年劳

动者提前退出劳动力市场，也鼓励其继续工作，使人

们在退休年龄的选择上有较大的自主权。同时设置最

低退休年龄和法定退休年龄，并以此作为领取养老金

的标准。这意味着劳动者在满足了规定的缴费年限后

可申请在最低退休年龄退休，但是养老金的给付额将

被适当扣减。而有些国家则只有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才

可以领取全额养老金。灵活的弹性退休制度是通过养

老金替代率的调整来实现的，提前退休将会减少养老

金的替代率，以就业者的养老金减少来弥补就业时间

缩短所造成养老保险基金收入的减少。

（三）遵循公平原则

制定延迟退休政策还应坚持“公平”原则，即针

对不同人群灵活制定政策，不搞“一刀切”。对于部分

特殊行业，应给劳动者自由选择空间，不宜做强制性

规定；而对于一些专业技术行业，可建立激励机制，

鼓励劳动者发挥智力优势，多劳多得。同时，在制定

和实施延迟退休政策时，应充分听取公众的意见，认

真研究不同方案可能造成的社会影响，并做好政策宣

传工作。一方面可使民众充分理解延迟退休的必要

性，另一方面给予民众充足的准备时间，减少政策实

施带来的不利影响或冲击。

（四）构建多支柱的养老保障体系

OECD国家普遍构建了多支柱的养老保障体系。

如英国设有以基本养老金为主体的公共养老金系统，

与收入相关联的国民第二养老金体系以及个人第三

支柱养老金体系，针对劳动者不同的养老保障体系，

实行有区别的退休年龄和养老保障；德国则从上世

纪90年代开始改革养老金系统，将原本较为单一的

模式转变为更具弹性的多支柱养老系统。

我国可借鉴OECD国家相关做法，增强我国养老

保障体系的弹性，如采取激励措施鼓励和扶持更多企

业建立企业年金制度。机关事业单位完成养老保险制

度改革后，也可设立职业年金。此外，还可通过大力

发展补充养老保险，引导和扶持发展个人养老储蓄，

逐步形成多层次、富有弹性的养老保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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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服务零距离

山东省滕州市滨湖镇不断探索创新服务，打造“智

慧滨湖”服务群众零距离。在新建的政务服务中心，合理

规划了办公区、等候区、辅助功能区，并配套了导服台、

残疾人无障碍通道、led显示屏等，把民政、农业、经管、

劳动保障等部门单位统一纳入服务大厅，真正实现了“一

门式受理、一站式服务”。同时，利用数字电视技术，将

镇域内与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医疗、卫生、教育、交通、

镇级政务公开、村级财务公开等实时信息予以播报，使

群众在家中就可了解各方面信息，足不出户就能办理业

务。截至目前，中心已受理各类事项62300件，办结率

100%。

张波｜摄影报道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创新服务零距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