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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决定

（新华社北京9月13日电）

（上接第三版）
今年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

显示，全国人大代表在十四届全国人

大一次会议期间提出的8314件建议、

闭会期间提出的130件建议，交由承办

单位办理并答复代表，建议所提问题

得到解决或计划逐步解决的占75%。

听“民声”，纳“民意”，让改革发

展与百姓期盼同频共振——

2024 年 3 月 5 日下午，人民大会

堂东大厅暖意浓浓。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参加

他所在的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

江苏代表团审议。张家港市南丰镇

永联村党委书记吴惠芳代表带来了

他在农村探索推动高质量发展和提

升民生保障水平的思考与实践。

“走共同富裕的乡村振兴道路，

你们是先行者，要把这个路子蹚出

来。要继续推进共同富裕，走中国

式现代化道路。”习近平总书记对吴

惠芳说。

面对面，心贴心。每年全国人

代会，习近平总书记都同代表们深

入交流、共商国是，彰显全过程人民

民主的实践力量。

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人民是决定性力量。人民代表大会

制度，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

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根本政治制

度安排。

“通过！”

2020 年 5 月 28 日，十三届全国

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典》。

为了编纂好这部充分反映人民

意愿的新时代法典，习近平总书记三

次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听取

并原则同意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就

民法典编纂工作所作的请示汇报，对

民法典编纂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10次审议，

10次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3次组织

全国人大代表研读讨论，针对意见反

映集中、争议较大的问题专门召开座

谈会……民法典编纂历时 5年，成为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开门立法、民主

立法的生动写照。

2023 年 3 月，立法法修改，将基

层立法联系点制度写入法律。目前，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在全国各地

设立 45个基层立法联系点，带动省、

市两级人大设立基层立法联系点

7300多个。

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级立法机

关健全立法征求意见机制，对立法

涉及的重大利益调整事项加强论证

咨询，稳步推进立法协商，通过座

谈、听证、网络征求意见等方式，扩

大群众对立法的有序参与。

人 民 群 众 参 与 立 法 渠 道 更 畅

通，让每一部法律都满载民意、顺应

民心，彰显全过程人民民主最广泛、

最真实、最管用的特质。

聚“民智”、解“民忧”，汇聚起中

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力量——

每天清晨，江西樟树市江盐大

道上的“樟帮中医药一条街”国医馆

门前，总有不少群众早早排队守候。

2021 年起，樟树市推出民生实

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打造“樟

帮中医药一条街”，就是 2023 年 200

多名樟树市人大代表投票确定的重

大民生实事项目。

多地推行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

票决制，广泛设立代表之家、代表联络

站倾听基层声音……一项项更丰富、更

接地气的民主实践，充分发挥人民代表

大会制度特点与优势，让人民群众成为

改革发展的建议者、决策者、监督者和

最终受益者。

目前，全国设立代表之家、代表

联络站等 20 多万个，基本覆盖乡镇

街道，许多地方还建到了社区村组，

着力打通代表服务群众的“最后一

公里”。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式

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党的二十届三

中全会《决定》部署“健全吸纳民意、

汇集民智工作机制”，对新时代推进

人大的民主民意表达平台和载体建

设提出了明确要求。

众智谋事必明，众力举事必成。

70 年 春 华 秋 实 ，70 年 砥 砺 奋

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国家一

切权力属于人民，最大限度保障人

民当家作主，有效保证国家政治生

活既充满活力又安定有序。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坚强领导下，坚持好、完善好、运行

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断发展全过

程人民民主，必将为党和国家兴旺发

达、长治久安提供更加成熟完善的根

本政治制度保障。

（新华社北京9月13日电）

9月13日上午，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十一次会议举行闭幕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

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

年龄的决定。决定自2025年1月1日起施行，

包括正文和《国务院关于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

年龄的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及4个附件。

当天下午，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举

行新闻发布会，有关部门负责人介绍相关

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目前，我国法定退休年龄是男职工60周

岁、女职工55周岁或50周岁。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部长王晓萍说：“这是上世纪50年代

初确定的。70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和人口

结构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劳动者需求日趋多

元，需要对法定退休年龄进行调整。”

王晓萍具体介绍了调整法定退休年龄

的三方面考虑。一是有助于促进人力资源

开发利用。王晓萍介绍，我国人均预期寿

命已经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 40 岁左右，提

高到目前的 78.6 岁。同时，新增劳动力平

均受教育年限从改革开放初期的 8 年，增

加到目前的 14 年，参加工作的起始年龄普

遍后移。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可以更好地

释放人力资源红利。

二是有助于增加劳动力有效供给。2023

年，我国 60岁以上人口 2.97亿人，占总人口

比重21.1%；65岁以上人口超过2.17亿人，占

比15.4%，老龄化趋势明显。与此同时，我国

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从2012年起持续下降，年

均减少 300万人以上，未来劳动年龄人口占

总人口比重还将进一步降低。王晓萍表示，

延迟法定退休年龄，能够减缓劳动年龄人口

下降趋势，保持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和活力。

三是有助于满足劳动者工作生活安排

的多样化需要。王晓萍提到，随着生活水

平不断提高、劳动条件不断改善，劳动者对

退休时间的早晚有着不同诉求，希望有一

些弹性、多一些选择，现行退休年龄政策有

必要作出相应调整。

坚持自愿、弹性，是这次改革的重要原则。

“在征求意见过程中，大家普遍反映，

希望能够适当增加退休时间的选择权，以

便更好地规划未来的工作与生活。”王晓萍

介绍，《办法》积极回应社会关切，规定职工

可以自愿选择弹性提前退休，最长不超过

3 年；职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所在单位与

职工协商一致的，可以弹性延迟退休，最长

也不超过 3年。

王晓萍补充说明三点：职工办理弹性提

前退休时，应达到领取养老金最低缴费年

限；职工弹性提前退休的年龄不能低于原法

定退休年龄，也就是说，男职工不能低于 60

周岁，女职工不能低于55周岁或50周岁；弹

性退休制度实施中不得违背职工意愿，违法

强制或者变相强制职工选择退休年龄。

“《办法》实施后，职工退休年龄由原来

的一个刚性节点，拓展成为一个弹性区间，

增加了自由选择空间。”王晓萍说。

法定退休年龄的调整，关系广大劳动

者切身利益。加强对相关群体的权益保

障，是这次改革的重要考量。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李忠介

绍，《办法》是在对各方面期盼和诉求进行

认真研究梳理后制定的，并针对不同群体，

作出了相关政策规定。

这些政策包括：对于未达到法定退休年

龄的大龄劳动者，加强就业促进和权益保护；

对于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首次从法

律层面对保障其基本权益提出要求；对于灵

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强化权益保障

要求；对于大龄失业人员，明确失业保险、养

老保险相关政策；对于特殊工种劳动者和高

海拔地区工作的职工，给予特别保护。

同时，《办法》明确，国家完善带薪年休

假制度。国家建立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

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大力发展普

惠托育服务体系。“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细

化、实化政策举措，推动抓好落实。”李忠说。

民政部副部长唐承沛表示，民政部将

不断发展完善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政策机

制，加快推动中国特色养老服务体系成熟

定型；加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总体安排，做

好养老服务兜底保障，扩大和优化养老服

务供给。 （科技日报北京9月13日电）

退休年龄由刚性节点拓展为弹性区间
——有关部门负责人解读延迟退休办法

◎本报记者 吴叶凡

（上接第三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