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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搜

弹性退休怎么“弹”？快看这里
今年1月1日起，延迟退休在全国实施。职工到底能怎么自愿选择？提前或者延后退休具体怎么操作？
1月1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组织部、财政部三部门印发《实施弹性退休制度暂行办法》，就弹性

退休的办理程序、基本养老金领取等作出明确规定。
弹性退休怎么“弹”？如何办理？下面一组问答带你全面了解。

1“退休年龄”变在哪儿？
弹性退休制度的实施，让退休年龄

从过去的刚性节点变成了一个弹性区
间。劳动者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区
间里的年龄退休。但是基准点就是“法
定退休年龄”。什么是法定退休年龄？

按照国家相关规定，过去男职工的
法定退休年龄为60周岁，女职工的法
定退休年龄为50周岁和55周岁。

《关于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
龄的决定》提出，从2025年 1月 1日
起，男职工和原法定退休年龄55周岁
的女职工，每4个月延迟1个月，分别
逐步延迟至63周岁和58周岁；原法定
退休年龄50周岁的女职工，每2个月
延迟1个月，逐步延迟至55周岁。

2弹性退休如何体现？
法定退休年龄发生变化之后，弹性

退休是如何体现的呢？
按照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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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如何“往后弹”？

●一名男职工，法定退休年龄为
62 周岁。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所在
单位与他协商一致继续工作，可以在
62周岁至65周岁期间弹性延迟退休。

●一名女职工，法定退休年龄为
56 周岁的。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所
在单位与她协商一致继续工作，可以在
56周岁至59周岁期间弹性延迟退休。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
院教授张熠表示，这段时间里，相对返

聘等非正式的雇佣，职工仍然享有比较
全面的劳动权益保护。

按照规定，实行延迟法定退休年龄
后，职工达到国家规定的按月领取基
本养老金最低缴费年限，可自愿选择
弹性提前退休，提前时间距法定退休
年龄最长不超过3年，且不低于女职
工50、55周岁和男职工60周岁的原法
定退休年龄。

B如何“往前弹”？

●一名1970年1月出生的男职工，
改革后的法定退休年龄为 61 岁 4 个
月。按照政策规定，他可以最早选择在
60周岁退休。

●一名1982年1月出生的女职工，
原法定退休年龄55周岁。改革后的法
定退休年龄为 58 周岁，未来可以选
择在 55 周岁至 58 周岁之间弹性提前
退休。

●一名1979年1月出生的女职工，
原法定退休年龄50周岁。改革后的法
定退休年龄为52周岁1个月，未来可以
选择在50周岁至52周岁1个月之间弹
性提前退休。

3如何办理弹性退休？
从上面的解读中，不难看出弹性退

休最大的特点就是自主、灵活。弹性提
前退休怎么办理呢？个人又该如何结
合自身的情况选择？

●职工自愿选择弹性提前退休年
龄的，至少在本人选择的退休时间前3
个月，以书面形式告知所在单位。

●职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所在单
位与职工协商一致，选择弹性延迟退休
的，所在单位与职工应提前1个月，书
面形式明确延迟时间等。

●弹性提前退休的职工，应该达到
所选择退休时间对应年份的基本养老
金最低缴费年限。

●弹性延迟退休的职工，应该达到
本人法定退休年龄对应年份的基本养
老金最低缴费年限。

举个例子：
●一个男职工2031年达到改革后

的法定退休年龄，当年的最低缴费年限
是16年。

如果选择在2029年弹性提前退
休，只需要满足最低缴费年限15年。

●如果该职工弹性延迟退休到
2034 年。2034 年领取基本养老金时，
只需要满足2031年他达到法定退休年
龄当年的最低缴费年限16年即可。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秘书长鲁全指
出，从总体上而言，这是一个从低的原
则。对于参保者或者养老金领取者而
言，有利于达到最低法定缴费年限。

4养老金何时领取？
如果选择弹性提前退休，能及时领

到养老金吗？答案是肯定的。
根据办法，所在单位应不晚于职工

选择的退休时间当月向社会保险经办
机构提出领取基本养老金申请，审核通
过的，职工从本人所选择退休时间
的次月开始领取基本养老金。

为切实维护职工权益，办法
强调，用人单位不得违背职工意
愿，违法强制或变相强制职工选
择退休年龄。

随着办法于1月1日起在全
国施行，职工将按照一系列新规
定办理退休手续，这对各地社保经
办服务也提出了新要求。

“目前各地经办机构已准备就

绪，将按照‘高效办成一件事’的理念和
要求，调整完善社保经办业务规程，简
化程序、优化流程，方便单位和职工办
理相关业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
关司局负责人告诉记者。

同时，社保经办机构将逐步开展退
休提醒服务，主动对接临近退休年龄的
参保人员，提前提醒参保人员可以考虑
选择退休时间，告知参保人员办理退休
手续的流程和渠道。

各地还将逐步推开退休预先服务，
提前受理临近退休人员提出的相关档
案信息审核或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归集
业务申请，方便参保人提前了解自己历
年的参保缴费情况。

“我们已与各地协调好，一季度弹
性退休能够正常办理，不会受到提前1
个月或3个月申请的影响。”上述负责
人说，如果大家对法定退休年龄、弹性
退休办理还有疑问，各地社保经办机构
和12333人社服务热线都提供相应的
咨询服务，可供广大职工查询了解。

据新华社、央视新闻

（上接01版）

4改革开放新高地加速崛起

作为国家区域重大战略，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在规划之初，打通中国西部内陆
与国际市场连接通道的指向就非常明确，
是中国构筑向西开放战略高地和参与国际
竞争的新基地。

5年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不断强化
改革集成和开放门户功能，加快建设改革
开放新高地。

2024年11月15日上午，随着X8083
次中欧班列（重庆—杜伊斯堡）驶出重庆团
结村中心站，中欧班列开行突破10万列。

自2011年3月，中国第一列中欧班列
从重庆始发，这列跨越欧亚大陆的“钢铁骆
驼”已成便捷高效、安全稳定、绿色经济的
新型国际运输组织方式，成为共建“一带一

路”稳步推进的生动实践。
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引领，川渝正着

力打造陆海互济、四向拓展、综合立体的国
际大通道，对外通道活力不断释放。

中欧班列（成渝）品牌运营线路51条、
覆盖欧亚116个节点城市，开行3.6万列，
开行量等主要指标位居全国前列；西部陆
海新通道开通中泰、中越、中缅班列，线路
辐射全球126个国家（地区）548个港口；协
同编制《共建长江上游航运中心实施方
案》，创新开行“沪渝直达快线”，共同推动
长江水道进出口通关便利化，长江上游航
运枢纽功能不断提升。

以大通道为牵引，川渝两地积极打造
内陆开放门户和国际门户枢纽，开放平台
能级不断提升。

川渝自由贸易试验区协同开放示范区
硕果累累，发布10个创新案例，“关银一
KEY通”川渝通办集成化改革在全国推广；

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
通示范项目实施9年以来，
累计签约政府和商业合作
项目金额257.5亿美元，实
现跨境融资金额 212.8 亿
美元；重庆高新区、眉山市
获批全国首批国家加工贸
易产业园，两省市12个综
合保税区封关运行；推出商
事登记“渝港通”平台，在内
陆城市中率先实现商事登
记领域与香港信息贯通。
改革作为破除高质量发展
瓶颈的有效途径，5年来，
川渝不断深化重点领域改

革，持续释放改革创新集成效能，塑造未来
竞争优势。

5年来，川渝合力推进经济区与行政区
适度分离改革，依法赋予川渝高竹新区省
市县行政管理权限，建立全国首个跨省税
费征管服务中心；深入推进重庆、成都服务
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落地全国首个跨区
域外债便利化试点，两地企业登记金额超
244亿美元；构建一流营商环境，重庆、成
都营商环境便利度均居西部城市前列，川
渝外商直接投资到位资金约占西部地区
50%；推动市场一体化发展，加速完善“市
场准入异地同标”便利化准入机制、知识产
权跨区域快速协同保护机制等，川渝市场
一体化17条经验获国家宣传推广。

5高品质生活宜居地触手可及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覆盖川渝16个

地市，总人口规模近1亿人，面积达18.5万
平方公里，在如此大范围的土地上实现生
活品质升级，并非易事。

5年来，川渝将创造幸福生活作为双城
经济圈建设的起点，也是落脚点，持续强化
人口吸纳和综合服务功能，加快建设高品
质生活宜居地。

2024年12月3日，成都东站迎来成都局
集团公司该年第4亿名旅客何平。“我定居成
都，因工作去年往返成渝77次。”何平回忆，前
几年，乘坐动车到重庆要2个多小时，如今，最
快仅需62分钟，成渝高铁跑出“加速度”。

事实上，成渝高铁的“加速度”，也是川
渝公共服务水平持续“提速”的生动写照。

5年来，成渝双核间实现1小时高铁直
达、日均客流量达7万人次，22条跨省城际
公交有序运行；推动11项“一件事”在川渝
跨域办理，电子身份证等40类高频电子证
照亮证互认，39个事项“免证办”，32项区
域标准化协同试点事项实现同标办理；川
渝935家二级及以上公立医院161项检查
检验结果互认，住房公积金异地转移接续
实现全程网办，在全国率先实现川渝全域
全类别户口迁移“一站式”跨省通办。

环境也是民生。近年来，川渝坚持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扎实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5年来，川渝携手共助青山展新颜，签
订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合作协议130项，联合
印发“六江”生态廊道建设规划，完成“两岸
青山·千里林带”营造林超1000万亩；共绘
长江新画卷，协同落实长江“十年禁渔”，设
立全国首个跨省市联合河长制推进办公室，
建立长江流域川渝横向生态补偿机制，长江
干流川渝段水质稳定达到Ⅱ类；共建绿色新
家园，在全国率先开展跨省“无废城市”共
建，首创危险废物跨省转移“白名单”制度，
建成45个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共赴
低碳新生活，两江新区、天府新区携手打造
气候投融资示范先行区，启动川渝碳中和联
合服务平台，碳市场交易近9000万吨。

此外，川渝还加快推动新型城镇化建
设和城乡融合发展，区域综合承载能力不
断增强。在重庆西部片区国家城乡融合发
展试验区，进城落户农民依法自愿有偿退
出农村权益探出新路；在成都西部片区国
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正探索引进首批

“新村民”“新农人”，奏响一曲乡村振兴的
凯歌。 据新重庆-重庆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