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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0 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十一次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

关于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决

定草案的议案，受到各方关注。

专家表示，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一大

原因，是为适应当前的人口发展形势，有

效应对老龄化挑战。如何理解人口结构

变化和退休年龄调整之间的关系？“新华

视点”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

趋势一：寿命升，我国人均
预期寿命已达78.6岁

我国已进入长寿时代，人们生命历程

中的老年期更长。最新数据显示，我国人

均预期寿命已达 78.6岁。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贺丹

说，根据预测，到 2030 年之前，我国人均预

期寿命超过 80岁是大概率事件。

“快速长寿化、平均预期寿命大幅度

延长，意味着退休年龄余寿大幅提升，而

且未来会继续增高。与之相对应的，是我

国现行男职工 60 周岁、女职工 55 周岁或

50 周岁的法定退休年龄，70 余年未作出相

应调整。”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南开大学

经济学院教授原新说。

“现行法定退休年龄是上世纪 50 年代

确定的，当时的人均预期寿命不到 50 岁。”

原新表示，“延迟退休是一项综合性的社

会改革，包含了顺应经济社会发展多方面

需要。适应人口预期寿命增长是其中一

项重要考量。”

趋势二：素质升，新增劳动力
平均受教育年限超14年

随着我国建成了世界规模最大的教育

体系，人口素质显著提升。劳动年龄人口平

均受教育年限不断增加，由1982年的刚刚超

过 8年提高至 2023 年的 11.05年，特别是新

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已超过14年。

“现在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 60%，大

学生数量显著增多，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

已超 2.5 亿人。与过去 20 岁左右就参加工

作相比，现在年轻人硕士毕业差不多 25岁、

博士毕业近 30岁。”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

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援引一组数据指

出，劳动者进入劳动市场时间推迟，而退休

年龄不变，不利于人力资源充分利用。

“如果在自愿、弹性前提下适当延迟

退休年龄，同时健全就业促进机制，着力

解决就业结构性矛盾，使更高水平的人力

资源得到有效配置、发挥更多作用，将有

利于释放新的人才红利，同时有意愿的劳

动者也能增加收入。”郑秉文表示。

“ 未 来 发 展 的 机 会 就 是 用 素 质 换 规

模、用素质换结构。”原新说，当前我国正

处于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的

关键阶段，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综合施

策，发挥人力资源的潜力与优势。

趋势三：老龄化程度升，
老年人口占比将超三成

人口老龄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

须面对的重大课题。

民政部数据显示，截至 2023 年底，我

国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 2.97 亿人、占

比 21.1%；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2.17 亿人、

占比 15.4%，已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

根据预测，到 2035 年左右，60 岁及以

上老年人口将突破 4 亿，占比超 30%，进入

重度老龄化阶段。到本世纪中叶，我国老

年人口规模和比重将达到峰值。

“伴随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养

老服务供需矛盾更加凸显。”中国人民大

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赵忠说，老龄化是目

前世界各国都面临的挑战。尽管延迟退

休年龄不能完全解决老龄化问题，但是能

够提高劳动参与率，让有意愿、有能力、有

条件的大龄人员可以选择继续从事一定

工作。

“‘50后’‘60后’及即将变老的‘70后’，

是恢复高考后的直接受益者，越往后受教

育程度越高。未来，大龄劳动者数量会更

多、素质会更优，在完善稳定就业、劳动保

障等政策下，他们也可以为经济社会发展

发挥更大作用。”原新说。

趋势四：劳动力总量降，
劳动年龄人口约8.6亿人

在人口经济学中，16至59岁人口被定义

为劳动年龄人口，他们是社会生产的主力。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3 年末，我国

劳动年龄人口约 8.6 亿人，占全部人口的

61.3%。从总量看，劳动年龄人口总规模

依然较大，人口红利依然存在，为经济社

会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劳动力要素是决定经济长期走势的

关键要素。”郑秉文表示，我国人力资源依

然丰富，但着眼于潜力和后劲，有必要通

过一定的政策调节让人力资源优势得到

更好发挥。

数据显示，自 2012 年起劳动年龄人口

数量逐年减少。“从结构看，劳动年龄人口

中的青年群体、大龄群体人数占比呈现一

降一升态势。这意味着在劳动力市场上，

匹配就业岗位能力最强的人口趋于相对

减少。”赵忠表示。

在他看来，伴随着人口老龄化这一趋

势 ，劳 动 年 龄 人 口 减 少 属 于 客 观 发 展 规

律。渐进式延迟退休，可以推动有意愿的

大龄劳动者成为充实未来劳动力的重要

力量，平滑劳动年龄人口下降的曲线。

（新华社北京9月 11日电）

延迟退休渐近，背后是这四大趋势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新华社北京 9 月 11 日电 为深入学习

宣传贯彻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帮

助中校以上军官全面准确学习领会习主席

关于新时代政治建军重要论述，深化理解

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强化新征程上推进

政治建军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

觉，经中央军委批准，军委政治工作部组

织编印《习近平关于新时代政治建军重要

论述选编》（以下简称《选编》），日前正式

出版发行。

《选编》以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军委政治

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为首篇，其他文稿按时

间顺序编排，收入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

同志关于政治建军的文稿共 89 篇，全面反

映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的发展脉络、丰富

内涵、时代要求和实践路径。

中央军委近日发出通知，要求全军全

面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

神，认真组织《选编》的学习使用，推动政治

建军走深走实。要按照学懂弄通做实的要

求，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坚持以学

铸魂、以学增智、以学正风、以学促干，巩固

拓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主题教育成果，聚焦“铁心向党铸

忠诚、同心奋进担使命”深化教育实践活

动，引导官兵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

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

制。要把学习《选编》纳入党委理论学习中

心组学习、部队思想政治教育和院校政治

理论教学，分层次组织干部理论培训轮训、

政治干部专题培训等要把这一教材作为重

要内容突出出来。广大理论工作者要深入

学习领会习主席关于新时代政治建军重要

论述，加强对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的研究

阐释，军队新闻媒体要搞好新闻宣传，领导

干部要运用自身学习成果搞好对基层官兵

的宣讲辅导，浓厚学习贯彻氛围。要增强

思想改造的自觉性和彻底性，坚持高级干

部先受教育、真受教育，着力解决思想根子

问题，坚定理想信念、铸牢对党忠诚。要大力弘扬理论联系实

际的优良学风，立牢以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成果的导向，锻造政

治坚定、能力过硬的坚强党组织，锻造忠诚干净担当、堪当强军

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不断开创政治建军新局面，把强军事

业继续推向前进，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军10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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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 “蛟龙号”完成2024西太平洋

国际航次科考最后一潜
9 月 11 日，“蛟龙号”载人潜水器在维嘉海山

完成 2024 西太平洋国际航次科考最后一个潜次

下潜作业。科考期间，“蛟龙号”在西太平洋海域

完成了 18 次下潜作业，搭载十余名中外科学家探

索深海。 新华社记者 王聿昊摄

▶9 月 11 日，“蛟龙号”结束下潜返回“深海一

号”船后甲板。

▼9 月 11 日，科考队员张珊对下潜中采集到的

生物样品进行观察分析。

美国 2024 年总统选举格局重塑后的

首场电视辩论当地时间 10 日晚在费城举

行，美国副总统、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哈里

斯和前总统、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上

演激烈口水战，火药味十足。

美国媒体和专家认为，随着选战进入

“冲刺阶段”，这场选举“真人秀”再度反映

出美国两党及其候选人在一系列政策议

题上的鲜明差异，凸显大选年背景下美国

不断加剧的政治撕裂和极化。

“令人沮丧的辩论”

这场由美国广播公司主办的电视辩论于

当地时间晚9时开始，辩论持续约100分钟。

这是两人作为各自党派总统候选人的首场辩

论。据美媒报道，这也是两人首次见面。

辩论开始时，主持人首先抛出经济话

题。哈里斯先发言介绍她的“机会经济”

计划，然后话锋一转开始攻击特朗普支持

的减税政策，称其为富人服务。特朗普反

唇相讥，称美国现任总统拜登及哈里斯的

经济政策在美国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

“毁了美国经济”。哈里斯对此回应称，她

和拜登需要收拾特朗普执政期间留下的

“烂摊子”。

此后，两人就移民、堕胎权、司法、对外

政策、医保、枪支管理、种族等大选热门话

题展开激辩，但辩论并未集中在具体政策

细节上，而是很快陷入言辞激烈的相互抨

击。其间，哈里斯提及特朗普受到刑事起

诉和弹劾，特朗普则将此前遭遇未遂刺杀

归咎于民主党人反复将他称为美国“民主

的威胁”。两人多次指责对方说谎，也都多

次试图打断对方发言，场面一度混乱。辩

论结束后，两人没有握手，各自离场。

《华盛顿邮报》在辩论后对威斯康星、

佐治亚、宾夕法尼亚等摇摆州选民进行的

访谈显示，选民对两人表现孰优孰劣看法

不一。但不少选民表达了对此次大选的

失望，有人说“辩论令人沮丧”，有人表示

“不想给两人中任何一人投票”。

“非常接近的”选情

过去 3 个月里，美国总统选举“惊奇”

不断，“剧情”跌宕起伏。拜登退选后接替

其参选的哈里斯迎来所谓“蜜月期”，其在

全国范围及摇摆州的民调支持率都与特

朗普不相上下。

美国选举信息网站“真正透明政治”

汇总的数据显示，截至 10 日，哈里斯在全

国 性 民 调 中 平 均 领 先 特 朗 普 1.1 个 百 分

点；而在宾夕法尼亚、威斯康星、密歇根、

北卡罗来纳、佐治亚、内华达、亚利桑那 7个

关 键 摇 摆 州 ，两 人 平 均 相 差 0.2 个 百 分

点 。 美 国 政 治 分 析 师 道 格 拉 斯·舍 恩 认

为，就民调数据而言，今年总统选举是美

国现代史上非常接近的一次。

分析人士认为，特朗普和哈里斯各有

优势。《纽约时报》首席政治分析师纳特·

科恩指出，相比哈里斯，选民更了解特朗

普，而且多数选民对美国现状不满，这对

目前在野的特朗普较为有利。根据美国

皮尤研究中心在此次辩论前夕公布的一

项民调结果，特朗普在经济和移民方面的

支持率更高，分别有 55%和 53%的受访选

民认为特朗普会做得更好。

哈里斯则在堕胎等议题上以及少数

族裔选民中占据优势。皮尤研究中心上

述民调显示，在堕胎权问题上，哈里斯的

支持率为 54%，超过特朗普的 39%；在非洲

裔、亚裔和拉美裔受访选民中，哈里斯的

支持率分别达到 84%、61%和 57%。

美国政治学者戴维·阿克塞尔罗德认

为，自哈里斯接替拜登参选以来，她和特

朗普两人的选情一直很胶着，谁赢谁输现

在还很难说。

“火药桶”上的选举

目前距离 11 月 5 日投票日仅剩不到

两个月，选战进入“冲刺阶段”。对于此次

辩论，美媒评价，美国要准备迎接选举混

乱的风暴。

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阿什

民主治理与创新中心 7 月下旬召开了一场

关于“政治暴力与 2024 年总统选举”的研

讨会。与会专家学者表示，从特朗普遭遇

未遂刺杀，到过去 10 年针对国会议员的威

胁激增 10 倍，美国的政治暴力近年来一直

在增加，而随着本次选举投票日临近，发

生更多暴力事件的风险很大。哈佛大学

肯尼迪学院教务长埃丽卡·切诺韦思说，

民调显示人们对政治暴力的担忧日益加

剧。英国伦敦国王学院政治学教授萨拉·

伯奇认为，双方激烈的竞选方式可能会导

致选举暴力。

2020 年总统选举后，特朗普及其支持

者 质 疑 选 举 结 果 从 而 引 发 国 会 山 骚 乱 。

此次竞选中，特朗普表示“当然会有和平

交权”，但希望选举“诚实”。英国舆观调

查公司最新民调显示，近三成受访美国选

民认为今年总统选举后“不太可能”或“不

可能”出现和平交权。《今日美国报》10 日

援引美国非营利机构社会宗教研究所的

研究结果称，超过四分之一的共和党人和

近三分之一对特朗普持好感的共和党人

认为，政治暴力是可以接受的。

美国时政新闻网站 Axios 刊文写道，

越来越多迹象表明，这是一场“火药桶”上

的选举。在政治极化、政治暴力、虚假信

息、历史性诉讼等多重因素催化下，一场

“完美风暴”已酝酿许久，山雨欲来。“11 月

的美国，注定风雨大作。”

新华社记者 孙丁、熊茂伶、谭晶晶

（新华社北京/美国费城9月 11日电）

哈里斯和特朗普在电视辩论中相互猛烈抨击

美国上演选举“真人秀”“完美风暴”山雨欲来
这 张 9 月 10 日

在 美 国 费 城 总 统 辩

论 媒 体 中 心 拍 摄 的

视频直播画面显示，

美国副总统、民主党

总 统 候 选 人 哈 里 斯

（右）和美国前总统、

共 和 党 总 统 候 选 人

特 朗 普 在 费 城 参 加

电视辩论。

新华社记者 李 睿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