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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部长尹蔚民昨日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表示，中国会就人

口问题、就业状况、不同利益群体的诉求，全面地、慎重地

、积极地研究延长退休年龄的问题。（3月21日《新京报》） 

前几年，有关部门就曾抛出过“延迟退休”的话题，因招来

众多的反对而告终。而今旧话重提，虽然只是“研究”而且

是“全面地、慎重地、积极地”，但无疑向公众传递了国家

对延长退休年龄问题不会善罢甘休的信息，不好说随后即实

施，起码是摆到了议事日程。 对于为什么要研究这个问题，

尹部长没有过多的阐述，只从应对老化、长远发展以及和国

际接轨等方面进行了一些回应。 不错。凡此都是理由。然而

，现实毕竟现实，国情终究国情。离开现实和国情来研究延

长退休年龄，恐怕要“跑偏”。 首先是目前中国不存在劳动

力紧张的问题，而是就业严重不足。不时出现的“用工慌”

只是一种“结构荒”。假若延长退休年龄，“爷爷”、“奶

奶”级的员工没人愿意雇佣不用说，而现在男50、女40的下

岗职工，几乎都无法实现再就业了。他们没了工作，却要随

着社会平均工资的不断增长而不断增加缴纳养老保险金的负

担，他们恨不得再提前几年拿到退休金。如今却要“延长退

休”，这不是要他们的命吗？ 其次是当前公务员社保与企事

业单位职工社保实行的是“双轨制”。同是处级干部，在公

务员系统退休可拿六七千元，但在企业退休却只有区区一两

千元。企事业单位与公务员系统的退休养老金存在的巨大差



距，令人吃惊。有资料显示，由于“双轨制”，待遇差距问

题越来越突出。难怪有职工发出这样的感慨：“本是同根生

，贡献也相同，待遇低几倍，何以论公平。” 其实，不用有

关部门回避，旧话重提的一个“动力”，是因为社保基金的

入不敷出甚至亏空巨大。仅就上海而言，近年来财政每年就

要拿一百多亿元填补这个亏空。所以至此，原因是多方面的

，但在我国目前的养老双轨制下，国家公务人员和事业人员

不用缴纳社保，却享受着高退休金待遇，实是其中的只因。

如此既加重了政府财政不合理的养老支出，又缩减了社保基

金的一大资金来源，不亏空才怪。 可见，无论现实还是国情

都告诉我们，与此兴师动众费力劳神研究“延长退休”，倒

不如先不如取消“社保双轨”再作打算。若能将机关事业单

位也纳入统一社保，那么，既可节省财政用于机关事业养老

的大量投入转而用于全民社保，又可以增加扩展社保基金的

缴费来源，所谓社保自己入不敷出的难堪，不敢说根本改观

，最起码能得到一定的缓解。 几年来，媒体和社会一直致力

于社保“双轨制”的扭转。2月15日，官方也表示要对公务员

社会保险制度进行前瞻性制度设计和试点。问题是“表示”

了之后不见动作，却又把相对来说并不太急的“延长退休”

问题拿了出来。 推进社会保障的公平、均等和普惠，让每个

公民都沐浴在社会保障的阳光之下，是理性政府的必然追求

，也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客观需要。大部分国家都执行统

一的社会保险制度，而没有为某一特殊群体制定单独的规定

。因此，在公务员社保试点即将展开之际，取消社保“双轨

制”，消除公务员与普通群众社保差别，建立一个全国统一

的社保体系，让广大群众享受公正公平的阳光，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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