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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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9月13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

　　为了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决策部署，适应我国人口发

展新形势，充分开发利用人力资源，根据宪法，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

一次会议决定：

　　一、同步启动延迟男、女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用十五年时间，逐步将男职工的法定退休

年龄从原六十周岁延迟至六十三周岁，将女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从原五十周岁、五十五周岁

分别延迟至五十五周岁、五十八周岁。

　　二、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坚持小步调整、弹性实施、分类推进、统筹兼顾的原则。

　　三、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鼓励和支持劳动者就业创业，切实保障劳

动者权益，协调推进养老托育等相关工作。

　　四、批准《国务院关于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办法》。国务院根据实际需要，可以对

落实本办法进行补充和细化。

　　五、本决定自2025年1月1日起施行。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批准

的《国务院关于安置老弱病残干部的暂行办法》和《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中

有关退休年龄的规定不再施行。

□ 本报评论员

　　9月13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了关

于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批准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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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职工法定

退休年龄自上世纪50年代确定后，70多年来首次进行调整。

　　退休是事关每个人及其背后家庭的重要民生问题，也是关系到国家人力

资源开发利用的重大社会问题。我国现行法定退休年龄是上世纪50年代根据

当时的人均预期寿命、劳动条件、用工方式等确定的，而目前我国人均预期寿

命已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42岁增长到现在的78.6岁，我国劳动力人均受教育程

度日益提高，高素质劳动力规模持续扩大，劳动力进入劳动市场的时间不断推

迟……这些新变化都需要通过改革法定退休年龄来加以适应。

　　与时俱进地对法定退休年龄进行调整，健全完善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相

适应的法定退休年龄制度，具有客观必然性和现实紧迫性，有利于提升我国人

力资源开发利用效率、增加全社会劳动力有效供给，是适应人口发展新常态的

必然选择，事关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延迟法定退休

年龄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党的二十大报告要求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

休年龄；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按照自愿、弹性原则，稳妥有序推进渐

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制定出台《决定》《办法》是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

全会精神的重大举措。在制定过程中，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综合考虑我国人

均预期寿命、健康水平、人口结构、国民受教育程度、劳动力供给等因素，进行

了多次专题论证和反复讨论修改，把发扬民主、集思广益贯穿全过程，是科学

立法、民主立法的又一次生动实践。

　　《决定》明确了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原则，强调“坚持小步调整、弹性

实施、分类推进、统筹兼顾的原则”，这样逐步延长退休年龄可以尽量降低退休政

策调整对社会和有关人员所带来的影响，这是许多国家在提高法定退休年龄方

面比较通行的做法。《办法》体现了自愿和弹性原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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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愿原则尊重了个人劳动

能力、劳动状况及意愿，充分考虑到了个体差异和多元化需求；弹性原则为人们

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换言之，无论是想早一点退休以便含饴弄孙、尽享天伦之乐，

还是老骥伏枥、愿意继续发光发热，都可以有适合自己的退休安排。此外，对于灵

活就业群体与新业态从业人员、大龄劳动者、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劳动者等群体的

权益保障，《办法》也都作了规定。

　　徒法不足以自行。特别是在我国这样一个经济和人口规模巨大的国家，推进渐进式延迟法定退

休年龄改革是一项复杂而系统的工程，有许多工作要做。要加强对改革政策的精准宣传，让社会

各界深刻认识到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的重大意义和重要作用，准确理解其内容及精神，

凝聚社会共识，统一思想认识；要进一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创业带动

就业保障制度，依法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要健全养老服务体系和养老保险激励机制，大力发展普

惠托育服务体系，为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顺利进行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和制度保障。

　　本报讯 记者赵婕 9月12日，为期五天的

2024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第四届法律服

务专题展在国家会议中心三层拉开帷幕。

　　本届法律服务专题展共有包含42家律师

事务所、19家仲裁机构、6家公证机构及“一带

一路”律师联盟在内的68家法律服务机构参

展，为各类法律服务机构与企业等组织搭建

了良好的互动沟通平台。各法律服务机构可

以此为契机，与服务对象进行面对面的交流

互动，全面推介本机构的法律服务，展示自己

的良好专业形象和服务特色。全国律协组织

法律服务志愿团，设立法律服务咨询中心，为

展会提供现场法律咨询服务，满足中外参展

企业法律服务需求，以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

保障服贸会的顺利举办。

　　司法部党组成员、副部长王振江，司法部

相关厅局、直属单位和北京市司法局负责同

志参观了专题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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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关于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办法
　　第一条　从2025年1月1日起，男职工和原法定退休年龄为五十五周岁的女职工，法定退

休年龄每四个月延迟一个月，分别逐步延迟至六十三周岁和五十八周岁；原法定退休年龄为

五十周岁的女职工，法定退休年龄每二个月延迟一个月，逐步延迟至五十五周岁。国家另有

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条　从2030年1月1日起，将职工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最低缴费年限由十五年逐步

提高至二十年，每年提高六个月。职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但不满最低缴费年限的，可以按照

规定通过延长缴费或者一次性缴费的办法达到最低缴费年限，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

　　第三条　职工达到最低缴费年限，可以自愿选择弹性提前退休，提前时间最长不超过三

年，且退休年龄不得低于女职工五十周岁、五十五周岁及男职工六十周岁的原法定退休年

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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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迟时间最长

不超过三年。国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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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条　国家健全养老保险激励机制。鼓励职工长缴多得、多缴多得、晚退多得。基础养

老金计发比例与个人累计缴费年限挂钩，基础养老金计发基数与个人实际缴费挂钩，个人账

户养老金根据个人退休年龄、个人账户储存额等因素确定。

　　第五条　国家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就业公共服务体系，健全终身

职业技能培训制度。支持青年人就业创业，强化大龄劳动者就业岗位开发，完善困难人员就业援

助制度。加强对就业年龄歧视的防范和治理，激励用人单位吸纳更多大龄劳动者就业。

　　第六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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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加强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

　　国家完善带薪年休假制度。

　　第七条　对领取失业保险金且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一年的人员，领取失业保险金年限

延长至法定退休年龄，在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期间，由失业保险基金按照规定为其

缴纳养老保险费。

　　第八条　国家规范完善特殊工种等提前退休政策。从事井下、高空、高温、特别繁重体力劳动

等国家规定的特殊工种，以及在高海拔地区工作的职工，符合条件的可以申请提前退休。

　　第九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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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1．男职工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对照表

　   　2．原法定退休年龄五十五周岁的女职工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对照表

　   　3．原法定退休年龄五十周岁的女职工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对照表

　   　4．提高最低缴费年限情况表

　　新华社北京9月13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