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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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
休年龄为何要延、会影响就业吗？记者多方采
访了权威专家。

“延迟退休是为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推出
的重大改革，有助于我国人力资源的充分利
用。”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院长莫荣
表示。

我国现行法定退休年龄为男职工 60 周岁、
女干部55周岁、女工人50周岁。

“这是上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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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70多
年前的情况相比，当前人均预期寿命、受教育
年限、人口结构及劳动力供求关系都发生了深
刻变化。”莫荣表示，相应推迟退休年龄，可以
说是一种必然趋势。

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相比，我国人均预期寿
命已从40岁左右提高到了现在的78.6岁，同时
劳动者受教育年限大幅增加，参加工作的时间
明显推迟。另一方面，我国16至59岁劳动年龄
人口数量持续下降，60岁及以上老年人却不断
增多。

“延迟退休更深层次的意义在于优化人力资
源配置，提高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和效率。”中
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原
新说。

公众不仅关心延迟退休改革本身，与之相
关的就业等民生问题也备受关注。一方面，有
人担心延迟退休会增加青年就业的难度；另一
方面，随着竞争压力加大，大龄劳动者会不会
更难获得就业机会？

“公共政策调整有一个基本原则，那就是对
社会的冲击和波动越小越好，延迟退休也不例
外。渐进式推进，意味着短期内向社会释放的
劳动力规模不会太大，对就业市场的影响总体
是有限的。”原新说。

“从人力资源市场供给看，允许一部分有意
愿、具备条件的大龄人员继续工作，可以中和
部分减少的劳动年龄人口。”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董克用认为，从长期看，延迟退休也有利于保
持劳动参与率。

对于青年就业岗位，董克用表示，主要依
靠经济发展的增量而非存量来提供。“年轻人和
大龄劳动者青睐的行业有交叉，但重叠度并不
高。年轻人更愿意去互联网、数字经济、新兴
产业等就业。”

“ 对 大 龄 劳 动 者 就 业 问 题 ， 则 需 打 破
‘35+’年龄门槛，创造更为公平的就业环境。”
董克用说。

事实上，针对公众反映的突出问题，一系
列举措正在相继推出。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接连下
发通知，分别就加强人力资源市场规范管理、
改进和规范事业单位公开招聘推出一系列新举
措，包括加强对就业歧视行为监管，对发布含
有歧视性内容招聘信息的加大惩处力度；要求
招聘不得设置歧视性、指向性以及不合理的限
制性条件，坚决杜绝“萝卜招聘”“因人画像”

“近亲繁殖”等。
“相信如果延迟退休改革决定审议通过，相

关部门还将在促进就业、规范招聘市场秩序、
维护劳动者权益等方面持续发力，以更有针对
性的举措，着力保障劳动者高质量充分就业。”
原新说。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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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3 日 ， 陕 西 省 医 保
局、教育厅、民政厅、财政厅
等八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做
好 2024 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
保险参保缴费工作的通知》，
明确 2024 年居民医保财政补
助标准为每人每年不低于670
元，个人参保缴费标准为每人
每年400元。全省居民医保集
中缴费期为9月至12月20日。

落实持居住证参保政策
对部分人员个人缴费

实行分类资助

参保对象方面，居民医保
制度覆盖除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或按规定享
有其他医疗保障制度人员以外的全体城乡居民。落
实持居住证参保政策，外地户籍中小学生、学龄前
儿童在常住地参加居民医保。鼓励大学生在学籍地
参加居民医保。

缴费标准方面，2024年居民医保财政补助标准
为每人每年不低于670元，确定陕西省2024年居民
医保个人参保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年400元。

全省居民医保参保缴费对部分人员参保个人缴
费实行分类资助，参保资助资金由财政资金和医疗
救助基金解决。具有多重困难身份的资助参保对
象，资助标准就高不就低。

补缴时间为明年1月1日至3月31日
设置固定待遇等待期3个月

全省城乡居民医保集中缴费期为9月至12月20
日。如因特殊情况需要延长或缩短集中缴费时间，
由省税务部门同医保等部门商定后向社会公告，全
省统一执行。2024年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缴费设置补
缴期，补缴时间为2025年1月1日至3月31日。

一般参保人员在集中缴费期内缴纳城乡居民医
疗保险费，缴费后居民医保待遇享受期为2025年1
月1日至12月31日。补缴期内缴纳城乡居民医疗保
险费，设置固定待遇等待期3个月。未在集中缴费
期或补缴期参保缴费的，不得享受参保年度的居民
医保待遇。

参加职工医保期间发生中断参保后需参加当年
居民医保的人员，应在中止原参保关系后及时办理
居民医保参保登记。按照全省统一规定的个人缴费
标准完成缴费后，待遇享受期为参加居民医保缴费
后的次月起至12月31日或再次变更日。

2025年1月1日起，新生儿出生90天内由监护
人在新生儿户籍所在地或居住地医保经办部门办理
参保登记，缴纳出生当年医疗保险费，待遇享受期
为出生之日起至出生当年12月31日：新生儿出生
当年未在90天内缴纳出生当年医疗保险费，当年内
可按照全省统一规定的个人缴费标准参保缴费，缴
费完成后，待遇享受期为出生当年缴费的次月起至
12月31日。

新生儿出生日期距离当年 12 月 31 日不足 90
天，如享受出生当年医保待遇，须在出生后90天内
缴纳出生当年医疗保险费，待遇享受期为出生之日
至当年12月31日；如享受出生次年医保待遇，须
在出生后90天内缴纳出生次年医疗保险费，待遇享
受期为次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未在90天内缴纳
相应年度医疗保险费，按一般人员参保缴费及享受
待遇相关规定执行。

当年已入学大学生及新入学大学生以学籍为依
据，参保缴费后，自缴费完成之日起享受医保待

遇。参保年度内应届毕
业的参保大学生，在陕
西省的医保待遇享受期
延续至当年 12 月 31 日。
毕业后参加职工医保或
迁 出 陕 西 省 迁 入 外 省
的，按相关规定办理。

未在集中缴费期或

补缴期参保缴费、待遇享受期开始后需参保且政策
允许参保的特殊人员，按全省规定的个人缴费标准
完成参保缴费后，待遇享受期从居民医保缴费后的
次月起。

个人缴费享受分类资助的参保人员，应在集中
缴费期参保，未在集中缴费期参保的，不享受个人
缴费分类资助政策，可按全省规定的个人缴费标准
缴费后，享受原认定身份的医保待遇，待遇享受期
从居民医保缴费后的次月起。

参保年度内动态身份变更人员，身份变更的次
月起享受身份变更后新身份相应医保待遇。跨月住
院期间身份变更人员，当次住院按有利于参保人员
待遇享受原则执行。

建立对连续参保人员和零报销人员
的大病保险待遇激励机制

陕西省医保局鼓励有条件的统筹区可优化完善
居民医保普通门诊保障机制，将二级医疗机构纳入
普通门诊统筹定点范围。将参保居民在门诊发生的
符合规定的产前检查相关医疗费用纳入门诊保障，
享受普通门诊统筹待遇。拓宽城乡居民“两病”
（高血压、糖尿病） 门诊用药保障服务范围。将二
级定点医疗机构纳入城乡居民“两病”门诊用药保
障服务范围，探索将符合条件的定点零售药店提供
的“两病”药品纳入门诊用药保障范围，支持患者
凭处方在定点零售药店结算和配药。

建立对居民医保连续参保人员和零报销人员的
大病保险待遇激励机制。自2025年起，对断保人员
再参保的，降低大病保险最高支付限额3000元；对
连续参加居民医保满4年的参保人员，之后每连续
参保1年，提高大病保险最高支付限额3000元。对
当年基金零报销的居民医保参保人员，次年提高大
病保险最高支付限额3000元。连续参保激励和零报
销激励，累计提高总额不超过我省大病保险封顶线
的20%。居民发生大病报销并使用奖励额度后，前
期积累的零报销激励额度清零。

自2025年起，除新生儿等特殊群体外，对未在
居民医保集中参保期内参保或未连续参保的人员，
设置参保后固定待遇等待期3个月。其中，未连续
参保的，每多断保1年，原则上在固定待遇等待期
基础上增加变动待遇等待期1个月，参保人员可通
过缴费修复变动待遇等待期，每多缴纳1年可减少1
个月变动待遇等待期，连续断缴4年及以上的，修
复后固定待遇等待期和变动待遇等待期之和原则上
不少于6个月。缴费标准按照全省城乡居民个人缴
费标准执行。

参保人员按照拟参保户籍地或居住地税务部门
公开的缴费渠道主动缴费，认真核对个人身份和参
保地等信息，及时足额缴纳参保个人缴费。参保人
选择的参保地必须至少与户籍地或居住证所在地中
一项相同，方可完成参保缴费申报。

税务部门无信息的新增拟参保人员，或新参保
年度需调整参保缴费地的人员，须持本人户口本等
户籍地有效证明、长期居住地公安部门制发的居住
证，以及本人有效身份证（特殊人员携带相关身份
证明），前往户籍或居住证所在地医保经办部门办
理参保登记。 （来源：西安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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