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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进式延迟退休对职工医保统筹基金可持续与财政责
任的影响

——基于弹性退休年龄选择区间的模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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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以 2024年 9月 13日公布的《国务院关于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办法》中关于渐进式延

迟法定退休年龄的方案为切入点，构建精算模型，研究此方案对职工医保统筹基金可持续性和财政责任的影

响，并提出政策建议。研究发现：不考虑延退政策，职工医保统筹基金于 2043年开始穿底，测算期内总财政责

任为 172 613. 80 亿元；若均按政策规定退休，统筹基金开始出现穿底的节点推迟 4 年，总财政责任降低

46. 97%；进一步考虑职工弹性延迟退休对统筹基金的影响，发现不同的延退意愿情形相较于均按政策规定退

休对基金可持续性和财政责任总体影响较小。结论：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方案的实施有利于促进职工医保统

筹基金可持续，减轻财政责任，但基金长期仍面临不可持续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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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delayed retirement on the sustainability of the employees′ medical insurance 
pooling fund and fiscal responsibility： A simulation study based on flexible retirement age 
selection inter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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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takes as its starting point the gradual postponement of the statutory retirement age 
outlined in the "State Council's Measures on Gradually Delaying the Legal Retirement Age，" issued on September 
13， 2024.  An actuarial model is constructed to evaluate the effect of this policy on the sustainability of the 
employees' medical insurance pooling fund and associated fiscal responsibility.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relevant 
policy recommendations are proposed.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in the absence of a retirement delay policy， the 
employees' medical insurance pooling fund will be depleted by 2043， with total fiscal responsibility amounting to 
CNY 17 261. 38 billion over the projection period.  If all individuals retir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tipulated policy， 
the depletion of the fund is delayed by four years， and overall fiscal responsibility decreases by 46. 97%.  Further 
analysis incorporating flexible retirement choices reveals that variations in individual willingness to delay retirement 
have relatively minor effects on both fund sustainability and fiscal responsibility compared to full compliance with the 
policy. Conclusion： Whil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gradual retirement age extension policy contributes to enhancing 
the sustainability of the employees' medical insurance pooling fund and alleviating fiscal responsibility， long-term 
financial viability remains at ri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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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我国关于法定退休年龄的规定出台于 1978年，

当时人均预期寿命为 68 岁，2023 年已提高到 79 岁，

增长了 11 岁。基于我国人口发展新形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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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次会议批准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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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自 2025年 1
月 1日起男性职工法定退休年龄逐步从 60岁延至 63
岁，女性职工则分别从 50 岁和 55 岁调整至 55 岁和

58岁，在实施过程中，坚持小步调整、弹性实施、分类

推进和统筹兼顾的原则。

医保基金收支平衡是医保制度稳定运行的基本

要求。职工医保统筹基金是真正用于全体职工共同

使用的基金，其是否能实现收支平衡关系到全体参

保人的切身利益。2023 年末职工医保统筹基金

（含生育保险基金）累计结余 2. 6万亿元，资金量表面

很大，但因为要用于保障退休后不用缴费的退休职

工待遇，需要保持合理规模。基于现收现付的基金

筹集模式，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对于社会保障基

金的可持续性形成了严峻的挑战。［1-2］在人口老龄化

的现实背景下，职工医保统筹基金面临着长期不可

持续风险。［3-4］当社保基金出现缺口，延迟退休成为发

达国家首选的政策工具之一。不少国家都将延长法

定退休年龄作为缩小社保基金收支缺口的重要政策

手段。［5］因此研究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政策对职工医保

统筹基金可持续性和财政责任的影响具有重要

意义。

《办法》对如何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方案已有明

确规定。那么，该政策具体怎样影响职工医保统筹

基金财务状况？本文首先梳理了延迟退休、职工医

保统筹基金可持续与财政责任三者的关系以及学界

关于延迟退休政策对职工医保统筹基金运行状况的

研究现状，结合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有关规定，

构建精算模型，并对有关参数进行了假设和说明；然

后设置无政策干预、均按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

以及弹性选择退休年龄三种情形比较以明晰各情形

对职工医保统筹基金收支状况和财政责任的影响；

最后得出结论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2 理论分析及文献综述

2. 1 理论分析

职工医保统筹基金可持续性受到经济因素（缴

费工资增长率等）、社会因素（医疗费用增长率等）、

人口因素（人口结构等）、政策因素（法定退休年龄

等）等的影响。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使退休参保

职工人数快速增加。而我国现行的职工医保政策规

定若达到法定缴费年限，退休参保职工不用缴纳医

疗保险费便可直接享受医保待遇，即人口老龄化使

享受医保待遇而不缴费的人数增加，导致职工医保

统筹基金收入相对减少而支出相对增加，减弱基金

的可持续性。在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的趋势

下，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成为促进基金可持续的政策

工具之一（图1）。

对于职工医保统筹基金而言，延迟法定退休年

龄不会影响缴费工资、人口结构等，但会直接影响职

工参保结构，即虽然没有改变享受医保待遇的总人

数，但每年按原法定退休年龄本应退休的职工仍为

在职职工，按政策规定需缴纳医疗保险费用，在职退

休比①增大。因此，延迟退休年龄会使职工医保统筹

基金收入增加，且划入退休职工个人账户的金额减

少，职工医保统筹基金支出减少，进而增强基金可持

续性。更进一步地讲，延迟退休对职工医保统筹基

①   在职退休比=在职参保职工人数/退休参保职工人数。

图1　延迟退休政策对基金可持续性及财政责任的影响机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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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的影响主要取决于延退速度和延退意愿①，延退速

度和延退意愿直接决定每年缴费人数的增加值和基

金划入个人账户数量的减少值。在其他条件不变

时，延退速度越快，延退意愿越强，对职工医保统筹

基金可持续的改善效果越好。

根据《国务院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制度的决定》，职工医保统筹基金的收入全部来源于

单位缴费，财政一般不予以补贴。《社会保险法》第六

十五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在社会保险基金出

现支付不足时，给予补贴。因此，当职工医保统筹基

金不能仅依靠自身收支实现精算平衡时，即累计资

金消耗完时，财政需承担兜底责任以维持职工医保

统筹基金平稳运行。本文所指的财政责任即财政为

维持职工医保统筹基金平稳运行时面临的支出。

2. 2 文献综述

单一实施延迟退休政策在短期内能够改善职工

医保统筹基金的收支状况，然而长期基金仍不可持

续，这一观点得到多项研究的证实。设定“女先男

后②”的延迟退休方案，发现职工医保统筹基金开始

出现累计赤字的时点将会推迟 14年至 2059年，但只

能延迟未来基金缺口的节点和降低赤字规模。［6］假定

浙江省男女职工均于 65岁同龄退休，发现职工医保

统筹于 2038年开始出现累计赤字，相较不延迟退休

年龄推迟4年。［5］若南京市实施男女60岁同龄退休的

方案相较未实施延迟退休，仅使职工医保统筹基金

开始出现累计赤字时点推迟 1 年。［7］可见，延迟退休

政策短期内可以改善职工医保统筹基金的可持续

性，但中长期仍存在财务风险。

有学者将延迟退休速度考虑在内，重在模拟不

同延退速度下职工医保统筹基金的运行状况。相较

于未延迟退休年龄，“女先男后③”和“男女同步④”方

案使得职工医保统筹基金累计赤字时点分别推迟

6 年和 12 年，“男女同步”的激进式方案效果更为显

著。［8］设定男女职工退休年龄为 65 岁以及男女职工

退休年龄分别为 65 岁和 60 岁两种渐进式延迟退休

方案，发现相较于未延迟退休年龄，职工医保统筹基

金开始出现累计赤字时点分别推迟 3年和 2年，可见

激进式的延迟退休年龄方案成效更为显著。［9］相较于

不延迟退休年龄，制定统一延迟退休方案⑤与渐进式

延迟退休方案⑥使得职工医保基金开始出现当期赤

字时点分别推迟 3年和 2年，可见统一延迟退休年龄

的激进式方案对基金的影响效果更为显著。［10］

综上所述，学界关于延迟退休年龄对职工医保

统筹基金的影响研究相对较多，且已基本达成共识，

即延迟退休年龄有利于促进基金可持续。然而，已

有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第一，门诊共济保障机制改

革于 2021年正式实施，对职工医保统筹基金收支有

显著影响，有关延迟退休政策的研究鲜有以此为政

策背景从全国层面预测基金的财务状况；第二，相关

研究主观设定延退速度，而《办法》出台后，标志着关

于延退速度已存在确切的标准，而鲜有基于该标准

对职工医保统筹基金影响的研究；第三，相关研究集

中在延迟退休速度对职工医保统筹基金的影响，缺

乏职工弹性选择延迟退休年龄的意愿对基金可持续

性和财政责任影响的研究。因此，本文的创新之处

体现在：第一，结合门诊共济保障机制改革的现实背

景，并从全国层面测算职工医保统筹基金的收支状

况；第二，本文以《办法》规定的延迟退休标准评估其

对职工医保统筹基金的影响，模型参数准确，进一步

提高预测结果的精准度，为探究延迟退休政策对基

金可持续性和财政责任的影响提供数据支撑；第三，

已有研究多探究延退速度对职工医保统筹基金的影

响，鲜有研究从延退意愿角度探究其对基金的影响，

本文更加关注弹性退休自愿原则，在渐进式延迟退

休政策的背景下考察职工弹性选择退休年龄对职工

医保统筹基金的影响，以期为相关研究提供更为全

面的数据支撑。

①   在延退政策正式出台前，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多次强调采取渐进改革和弹性自愿的原则。延退速度指按政策规定每一年延迟退休

几个月，是较为明确的指标。延退意愿指单位和职工根据状况决定在弹性法定退休年龄区间内何时退休，即延退意愿直接体现了单

位和个人在延迟退休政策下的行为选择，是个体综合各种因素的行为选择，后文进行了相关假设。

②   先延迟女性的退休年龄，直至与现行男性退休年龄一致后，再同步延迟男女退休年龄至65岁。

③   先女工人延退至55岁，后和女干部一起延退至60岁，后和男职工一起延退至65岁，延退速度均为每年6个月。

④   退休年龄均为65岁，各群体延退速度均为6个月。

⑤   将男性和女性的退休年龄统一延迟5年，男性职工65岁退休，女性工人55岁退休，女性干部60岁退休。

⑥   根据不同年龄逐步延长退休年龄，直至男性和女性的退休年龄在2045年时均调整为6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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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精算模型与参数设定

3. 1 精算模型

3. 1. 1 职工医保统筹基金收入模型

OFIi = (∑
t = 1

2 ∑
x = y

zt，i - 1
Fx，i × pt，x，i + ∑

x = y

z3，i - 1
Mx，i × pm，x，i ) × wi × u

（1）
式（1）中，OFIi为 i年职工医保统筹基金收入；t=

1、2和 3分别为女工人、女干部和男性职工；y为职工

初始参保年龄；zt，i为 i年 t类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Fx，i

为 i 年 x 岁女性总人数；pt，x，i为 i 年 x 岁 t 类职工参保

率；Mx，i为 i年 x岁男性总人数；pm，x，i为 i年 x岁男性职

工参保率；wi为 i年实际缴费基数；u为职工医保单位

缴费率。

3. 1. 2 职工医保统筹基金支出模型

OFDi = (∑
t = 1

2 ∑
x = y

n

Fx，i × pt，x，i + ∑
x = y

n

Mx，i × pm，x，i ) ×

( HEi × Rh + OEi × Ro ) + Fi + (∑
t = 1

2 ∑
x = zt，i

n

Fx，i ×

pt，x，i + ∑
x = z3，i

n

Mx，i × pm，x，i ) × APi × ap （2）
式（2）中，OFDi为 i年职工医保统筹基金支出；n

为最大生存年龄；HEi和OEi分别为 i年职工的人均住

院费用和门诊费用；Rh和 Ro分别为基金住院费用和

门诊费用实际报销比例；Fi 为 i 年生育保险基金支

出；APi为 i年基本养老金平均水平；ap为职工医保统

筹基金划入退休职工个人账户中占基本养老金水平

的比例。

3. 1. 3 职工医保统筹基金结余模型

CBi = OFIi - OFDi （3）
式（3）中，CBi 为 i 年职工医保统筹基金当期

结余。

ABi =

ì

í

î

ï

ï
ï
ïï
ï

ï

ï

ï

ï

ï
ïï
ï

ï

ï

ABi - 1 × (1 + r1 ) + CBi × (1 + r2 )
( ABi - 1 ≥ 0 ∩ CBi ≥ 0)
( ABi - 1 + CBi ) × (1 + r2 )
( ABi ≥ 0 ∩ CBi ≤ 0)
ABi - 1 + CBi

( ABi ≤ 0)

（4）

式（4）中，ABi 为 i 年职工医保统筹基金累计结

余；r1和 r2分别为计息累计结余和当期结余的利率。

3. 1. 4 财政责任模型

FRi = ì
í
î

-ABi                           ( ABi - 1 ≥ 0 ∩ ABi ≤ 0)
-CBi                         ( ABi - 1 < 0 ∩ ABi < 0) （5）

式（5）中，FRi为 i年财政对职工医保统筹基金缺

口承担的补贴支出，简称为财政责任。

TFRi = ì
í
î

0                                               ( ABi ≥ 0)
-ABi                             ( ABi < 0) （6）

式（6）中，TFRi为 2023年至 i年财政对职工医保

统筹基金缺口的总补贴，简称为总财政责任。

3. 2 参数假定

3. 2. 1 参保职工相关参数

本文采用队列要素法对未来人口进行预测。［11-12］

数据来源为第七次人口普查、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妇

女发展纲要等。具体指标与方法如表1所示。

3. 2. 2 职工医保统筹基金相关参数

职工医保统筹基金相关参数与依据如表2所示。

4 模拟结果及讨论

4. 1 无政策干预的情形

无政策干预是指按现行政策（不包括延迟退休

政策）职工医保统筹基金的运行状况。

由表 3可知，职工医保统筹基金的收入和支出均

呈上升趋势，且基金支出年均增速高于收入 3. 53个

百分点。职工医保统筹基金年均收支增速差导致当

期结余逐年下降，2034 年职工医保统筹基金开始出

现收不抵支，即出现当期赤字，且赤字额逐年扩大。

职工医保统筹基金专款专用，当累计结余为正时，由

累计结余资金弥补当期赤字。职工医保统筹基金累

表1　预测指标及方法说明

指标

基准人口

分年龄段生育率

城乡迁移率

历年人口

男女职工参保的

年龄结构和各年

龄段职工参保率

男女各年龄段参

保人数

初次参保年龄

原法定退休年龄

计算方法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分城乡、年龄、性别的人口

数量。

城乡女性的分年龄段生育率与城乡总和生育率

保持同比例变化。

以 2020 年迁移人口为基础，计算各年龄段城乡

人口迁移率。

分年龄、性别、城乡人口总数量=分年龄、性别、城

乡人口自然增长数量+分年龄、性别、城乡人口机

械增长数量

男性参保退休年龄段人数与该年 60岁以上各年

龄段城镇男性占比一致（参保退休女干部和女工

人年龄段人数分别与该年 55岁以上和 50岁以上

各年龄段城镇女性占比一致）。

男女人口年龄结构乘以相应的年龄段参保率。

22岁

女工人50岁、女干部55岁、男性60岁。

4



中国卫生政策研究 2025 年 6 月第 18 卷第 6 期
计结余至 2043年首次为负，即出现穿底，意味着职工

医保统筹基金不能仅依靠自身收支实现精算平衡。

当期赤字逐年扩大导致累计赤字增长过快，2050 年

累计赤字额高达172 613. 80亿元。

2043 年前职工医保统筹基金当期缺口可以由

累计结余资金弥补，因此财政无需承担兜底责任，

财政责任均为 0。自 2043年财政需补贴缺口以维持

职工医保统筹基金平稳运行，当年财政责任为

174. 98亿元。2043年后职工医保统筹基金仍出现当

期赤字，但无累计结余资金弥补赤字，财政需弥补此

后每年的基金缺口，2050年财政责任为 34 594. 98亿

元。2043—2050 年财政责任占财政总支出①的比重

从 0. 02% 上升至 3. 28%，意味着财政在弥补职工医

保统筹基金缺口的责任逐年增大。8 年总财政责任

为 172 613. 80 亿元，可见未来职工医保统筹基金缺

口给财政带来了巨大的支付压力。因此必须进行政

策干预以促进职工医保统筹基金可持续运行，减轻

财政责任。

4. 2 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情形

本情形假设所有职工均按渐进式法定退休年龄

退休。由表 4可知，职工医保统筹基金收入和支出均

呈增长趋势，但受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的影响，相较

于原法定退休年龄，职工医保统筹基金收入自2025年

起有所增加，幅度为 0. 81%~10. 34%，而职工医保统

①   根据中国政府网公布的数据，2023年财政总支出为 274 574亿元。结合相关研究和历史数据，本文假设财政总支出的增速与经济增速

保持一致。

表3　无政策干预情形下职工医保统筹基金的运行状况及财政责任

年份

2023
2024
2033
2034
2042
2043
2049
2050

基金收入（亿元）

16 580. 30
17 411. 95
26 837. 55
28 219. 92
38 506. 03
39 601. 76
46 262. 74
47 278. 19

基金支出（亿元）

11 652. 77
12 674. 47
26 547. 51
28 727. 55
50 130. 75
53 322. 83
77 052. 71
81 873. 17

当期结余（亿元）

4 927. 53
4 737. 48

290. 04
-507. 63

-11 624. 72
-13 721. 07
-30 789. 97
-34 594. 98

累计结余（亿元）

26 316. 05
31 359. 59
60 460. 77
60 162. 97
13 546. 09

-174. 98
-138 018. 82
-172 613. 80

财政责任（亿元）

0
0
0
0
0

174. 98
30 789. 97
34 594. 98

财政责任占财政总

支出的比例（%）

0
0
0
0
0
0. 02
3. 04
3. 28

注：当期结余为负表示出现当期赤字，累计结余为负表示出现累计赤字。

表2　职工医保统筹基金预测指标及依据

指标

缴费率

2023年实际缴费工资基数

实际缴费工资基数的增长率

2023年职工人均住院费用

2023年职工人均门诊费用

医疗费用增长率预测

人口因素导致的人均医疗费用增长率

非人口因素导致的人均医疗费用增长率

基金实际住院费用报销比例

基金实际门诊费用报销比例

生育保险基金支出的增长率

2023年全国退休职工基本养老金的平均水平

养老金水平的增长率

基金划入退休职工个人账户的比例

3个月期整存整取利率（计息累计结余）

活期存款利率（计息当期结余）

计算方法

根据国家医保局官网的数据，全国职工医保单位缴费率约为7. 5%，假定该比例将保持不变。

81 578. 90元

假设2024—2025年年均增速为6. 5%，此后每隔5年下降0. 5%。［4，8，13］

2 661. 46元

2 031. 49元

“增长因子”方法［14］

假设保持恒定，设定为1%。

将非人口因素带来的增长率设定为比经济增长率高出1%。［15］

根据官方数据计算得到 2012—2019年统筹基金实际住院费用报销比例平均为 69. 79%，取整数

70%，假定该比例保持不变。

参考统筹基金住院费用报销中实际报销比例低于政策范围内基金支付约 15%，设定为 35%，假

定该比例保持不变。

根据国家医保局数据计算得到 2019—2023年生育保险基金支出的增长率为 10. 41%，假定该比

例保持不变。

44 911. 95元

假设养老金水平的增长率等于缴费基数增长率乘89%。［16-17］

2%，假定维持不变。

1. 1%，假定维持不变。

0. 35%，假定维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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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基金支出幅度有所下降，幅度为-1. 08%~-0. 15%。

职工医保统筹基金支出年均增速高于收入增速

3. 12 个百分点，较无政策干预缩小 0. 41 个百分点。

可见延迟退休年龄使当年职工医保统筹基金收入增

加，支出减少，因此与无政策干预情形相比当期结余

增大，赤字减少，更有利于资金积累。职工医保统筹

基金分别于 2037 年和 2047 年出现当期赤字和累计

赤字，相较于无政策干预情形分别推迟 3 年和 4 年，

2050年累计赤字额为91 533. 37亿元。

2047 年及之后财政需承担兜底责任，2050 年财

政责任为 29 082. 83 亿元，占财政总支出的 2. 76%，

相较于无政策干预减少 5 512. 15 亿元，财政责任有

所减轻。4 年总财政责任达 91 533. 37 亿元，相较于

无政策干预减少 81 080. 43 亿元，降低 46. 97%。可

见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实施后虽然职工医保统筹基金

仍不能实现精算平衡，但能增强基金的可持续性，并

减轻财政责任。

4. 3 不同延退意愿的情形

《办法》指出职工可以自愿选择弹性提前退休，

提前时间最长不超过 3年，且退休年龄不得低于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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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年。与刚性退休制度相比，弹性退休制度通

过设定合理的“退休年龄区间”，增加了劳动者的个

人选择权。［18］本文据此模拟职工弹性选择退休年龄

对职工医保统筹基金运行状况及财政责任的影响。

女职工、女干部和男职工的最终退休年龄区间分别

为 52~58 岁、55~61 岁和 60~66 岁，其中女职工在

2035年前退休年龄区间包括50~52岁。

结合表 3 和表 5 可知，与无政策干预情形相比，

不同的延退意愿下职工医保统筹基金开始出现累计

赤字的节点均向后推迟 3或 4年，且累计赤字额大幅

降低，可见职工弹性选择延迟退休年龄也能显著促

进职工医保统筹基金可持续。

由表 5可知，在不同延退意愿下，相较于均按照

渐进式法定退休年龄退休，每年职工医保统筹基金

收入变化幅度都在 2% 以内，支出变化幅度均在 1%

以内，可见延退意愿变化对当年职工医保统筹基金

收支的整体影响较小。不同延退意愿下职工医保统

筹基金开始出现累计赤字的节点均在 2046 年或

2047 年，可见不同延迟退休意愿对职工医保统筹基

金开始出现累计赤字节点的影响微弱。不同的延退

意愿下职工医保统筹基金的累计赤字额（总财政责

任）变化幅度均在 18%以内，表明不同延迟退休意愿

对职工医保统筹基金可持续的影响有限。其中，延

退 70%、提前 5%和延后 25%的组合使总财政责任减

少幅度最大，减少幅度为 17. 71%，延退 70%、提前

25%和延后 5%的组合使总财政责任增长幅度最大，

增长幅度为 14. 74%，但其总财政责任仍远低于无政

策干预（减少67 591. 47亿元）。

此外，当选择按渐进式法定退休年龄退休的占

比固定时，随着选择提前退休人数占比增长，职工医

保统筹基金收入增长幅度最大值逐渐减少，支出下

降幅度最小值增大，2050 年总财政责任逐渐增加。

这表明增强职工选择延退意愿更有利于促进职工医

保统筹基金可持续运行。

表4　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情形下职工医保统筹基金的运行状况及财政负担

年份

2023
2024
2025
2036
2037
2046
2047
2048
2049
2050

基金收入

（亿元）

16 580. 30
17 411. 95
18 434. 95
33 600. 53
34 866. 27
47 046. 36
48 384. 67
49 712. 00
51 009. 88
52 169. 02

收入变化幅度（%）

0
0

0. 81
8. 62
8. 53
9. 18
9. 67

10. 00
10. 26
10. 34

基金支出

（亿元）

11 652. 77
12 674. 47
13 797. 80
32 991. 21
35 375. 50
63 710. 27
67 707. 88
71 926. 46
76 447. 08
81 251. 85

支出变化幅度

（%）

0
0

-0. 15
-1. 08
-1. 04
-0. 80
-0. 80
-0. 80
-0. 79
-0. 76

当期结余

（亿元）

4 927. 53
4 737. 48
4 637. 14

609. 31
-509. 23

-16 663. 92
-19 323. 20
-22 214. 46
-25 437. 20
-29 082. 83

累计结余

（亿元）

26 316. 05
31 359. 59
36 357. 92
77 138. 71
76 897. 68

4 524. 33
-14 798. 87
-37 013. 33
-62 450. 53
-91 533. 37

财政责任

（亿元）

0
0
0
0
0
0

14 798. 87
22 214. 46
25 437. 20
29 082. 83

财政责任占财政总

支出的比例（%）

0
0
0
0
0
0
1. 58
2. 28
2. 51
2. 76

注：收入/支出变化幅度=（延退政策实施后的基金收入/支出-无政策干预下的基金收入/支出）/无政策干预下的基金收入/支出。变化幅度为正

说明相较于政策未实施基金收入/支出增加，变化幅度为负则相反。资料来源：根据数据测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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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及建议

5. 1 结论

本文运用精算模型评估了渐进式延迟退休方案

政策规定对职工医保统筹基金运行状况的影响。结

论如下：第一，无政策干预下职工医保统筹基金将于

2043 年开始出现穿底，至 2050 年总财政责任高达

172 613. 80 亿元；第二，相较于无政策干预，按该政

策规定的退休年龄退休，职工医保统筹基金首次出

现和累计赤字的节点推迟 4年至 2047年，至 2050年

总财政责任为 91 533. 37 亿元，财政责任大幅减轻。

第三，相较于无政策干预，在法定退休年龄区间的不

同退休意愿选择均有助于缓解职工医保统筹基金的

支付压力，穿底风险推迟 3或 4年，至 2050年总财政

责任均大幅下降。第四，不同延迟退休意愿与均按

法定退休年龄退休相比对职工医保统筹基金收入和

支出变化幅度差别较小，职工医保统筹基金开始出

现累计赤字的节点变动在两年之间，即少数人的延

退意愿对职工医保统筹基金可持续性的影响微弱。

第五，当按渐进式法定退休年龄退休意愿的比例固

定时，随着愿意在渐进式法定退休年龄延迟退休三

年人数占比增长，职工医保统筹基金的运行状况逐

渐改善。

5. 2 政策建议

5. 2. 1 完善延退配套措施

结论表明，渐进式延迟退休方案可以有效缓解

职工医保统筹基金的支付压力，推迟穿底风险的节

点。目前社会公众对于推行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

策存在一些担忧与疑虑。为了进一步发挥该政策的

作用，应强化政策宣传力度，提高公众对延迟退休政

策的认知与接受度。此外，延迟退休政策应考虑针

对不同职业、职位的职工进行因“职”而异［19］，结合职

业特点实现福利损失和福利改善部门间差异化的转

移支付。

延迟退休的顺利实施需要适当的医保政策激

励，弹性退休制度需要合理设定提前退休待遇和延

迟退休待遇水平。［20］对于超过原法定退休年龄仍在

职工作的员工，可以规定其能享受退休职工的医疗

报销待遇，减轻延退政策实施的阻力。对于在渐进

式法定延迟退休年龄基础上再延迟退休的职工，可

以适当减免其医保缴费，鼓励更多有工作意愿并有

能力的职工选择延迟退休，也可以适当减轻职工医

保统筹基金短期支付压力。同时建立医保基金定期

评估机制，对延迟退休政策的实际效果进行动态监

测，长期跟踪不同弹性退休年龄退休对职工医保统

筹基金运行的影响，保障职工医保统筹基金可持续

运行。

5. 2. 2 优化基金财务管理

科学合理的基金管理达到基金收支平衡是实现

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可持续发展的前提。［21］本研究表

明，即使实施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职工医保统

筹基金仍面临穿底风险，且财政需承担巨大的兜底

责任。为应对这一挑战，建议相关部门加强对职工

医保统筹基金的财务规划，提升基金运行的透明度

与可预测性，提前布局防范长远风险。同时通过适

度提高职工医保缴费率以及合理引导基金的投资增

值，确保职工医保统筹基金具备应对未来医保支出

的能力。此外，还应建立应急储备机制，以应对未来

不可预测的医疗费用增长，确保职工医保统筹基金

可持续运行。同时应加强延迟退休政策与医保政策

的协同管理，在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的基础上，进一

步通过调整缴费比例、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等方式，最

表5　不同延迟意愿占比情形下的职工医保统筹基金运行状况

意愿方案模拟

国家渐进式法定退休年龄情形
（100%按法定退休年龄）

延退90%+提前5%+延迟5%
延退70%+提前5%+延迟25%
延退70%+提前25%+延迟5%
延退65%+提前10%+延迟25%
延退65%+提前25%+延迟10%

基金收入
变化幅度（%）

0

-0. 06~0. 35
1. 20~1. 91

-1. 71~0. 19
0. 85~1. 87

-1. 36~0. 58

基金支出
变化幅度（%）

0

-0. 07~0%
-0. 37~-0. 12
-0. 04~0. 18
-0. 36~-0. 08
-0. 11~0. 13

当期赤字年份

2037—2050年

2037—2050年

2038—2050年

2037—2050年

2037—2050年

2037—2050年

累计赤字年份

2047—2050年

2047—2050年

2047—2050年

2046—2050年

2047—2050年

2046—2050年

至2050年
总财政责任
（亿元）

91 533. 37

91 190. 20
75 324. 96

105 022. 33
79 429. 82

101 226. 98

2050年总财政
责任变化幅度

（%）

0

-0. 37
-17. 71
14. 74

-13. 22
10. 59

注：1. 基金收入/支出变化幅度为负意味着测算期内某些年相较于均按国家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规定基金收入减少幅度，反之亦然，均不

含 2023年和 2024年。2. 总财政责任变化幅度为正意味着相较于均按国家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规定总财政责任增加幅度，反之亦然。

3. 因篇幅限制，本表仅保留部分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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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化基金的正向效应，确保职工医保统筹基金的长

期平稳运行。

5. 2. 3 探索退休职工缴费

延迟退休政策对职工医保统筹基金的影响，实

际上体现在让一部分本应该享受待遇而不缴费的职

工继续缴纳医疗保险费用，从而扩大基金收入来源，

减少支出。本文结论也表明延迟退休政策短期内可

以缓解职工医保统筹基金支付压力，但长期来看职

工医保统筹基金仍面临穿底风险。随着人口老龄化

程度不断加剧，改革缴费与退休挂钩的法律规定是

不得不考虑的举措。［10］一半以上实施社会医疗保险

的国家，参保人在退休后仍需缴费。［22］我国职工医保

统筹基金实行现收现付制，退休职工继续缴费无疑

会显著扩大基金收入来源，改善基金运行状况。

2023 年我国医保统筹基金当期结余约 5 000 亿

元，累计结余 2. 6万亿元，以保障退休后不用缴费的

职工可能带来的职工医保统筹基金赤字风险。若实

行退休职工缴费制度，一方面，我国个人医疗保险缴

费率为 2%，缴费负担相较于领取退休金的老人而言

较轻，但退休后医疗保健支出增加。［23］考虑到退休职

工的接受度，可以参考居民医保缴费模式，退休职工

的缴费由个人和财政各承担一部分。另一方面，职

工医保统筹基金当期不需要留出大量结余资金以应

对退休职工不缴费可能带来的赤字风险，每年大量结

余资金将用于提高职工医保待遇，退休职工的医疗费

用负担也将大幅减轻。此外，退休职工缴费制度也能

减轻延迟退休人员继续缴纳医疗保险费用的阻力。

作者贡献：杨华磊、曹顺子负责文章的构思与设

计；曹顺子负责数据处理分析和论文的撰写；易鑫

仪、唐丽丽负责数据的整理与收集、论文修订与审

校；杨华磊负责思路指导、把握文章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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