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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延迟退休的经济与社会效应分析

高际香

【内容提要】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１ 日ꎬ备受争议的俄罗斯延迟退休方案正式

生效ꎮ 在老龄化加剧、经济增长乏力、财政补贴持续增加难以为继的情况

下ꎬ为解决养老保险体系收不抵支的困境ꎬ通过延迟退休达到减少退休人员

数量和增加就业人员数量的双重目标ꎬ成为俄罗斯政府的现实选择ꎮ 从经

济效应看ꎬ延迟退休可以提升退休金水平、增加劳动力供给、缩减养老支出、
减轻预算负担和促进经济增长ꎻ从社会效应看ꎬ基于民众养老靠国家的传统

观念以及对退休金获取权可能被剥夺的疑虑ꎬ延迟退休造成普京总统本人、
统一俄罗斯党和政府威信的下降ꎮ 总体而言ꎬ延迟退休虽然暂时缓解了俄

罗斯养老金体系的燃眉之急ꎬ但根本之道还是在持续推进养老保险制度改

革的同时加快推动经济增长ꎬ夯实养老保险体系的基础ꎮ
【关 键 词】 　 俄罗斯　 延迟退休　 经济效应　 社会效应

【作者简介】 　 高际香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

员ꎬ中国社会科学院“一带一路”研究中心研究员ꎮ

俄罗斯政府自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１４ 日将延迟退休方案提交国家杜马审议ꎬ到
９ 月 ２７ 日国家杜马“三读”通过ꎬ再到普京总统 １０ 月 ３ 日签署总统令ꎬ期间遭

遇的反对、抵制与抗议达到苏联解体以来之最ꎮ 虽然最终的延迟退休方案于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１ 日起正式实施ꎬ但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评论称ꎬ这是政府 １０
年来最艰难的抉择ꎮ 深度剖析俄罗斯延迟退休的原因、研讨延迟退休产生的

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是本文的主旨ꎮ

一　 俄罗斯延迟退休的原因分析

２００２ 年俄罗斯确立了“三支柱型”养老保障制度基本框架ꎬ即由国家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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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保障、强制养老保险和补充养老保险三部分组成的养老保障制度ꎮ 之后ꎬ
作为“第二支柱”的强制养老保险制度一直处于改革调整进程之中ꎮ 具体举

措如下:
一是养老保险费缴纳人群不断拓展ꎮ ２００２ 年俄罗斯强制养老保险制度

设立之初ꎬ主要是雇主代雇员向养老保险体系缴费ꎮ ２００４ 年起ꎬ养老缴费人

群扩展到自由职业者ꎬ自由职业者也必须向强制养老保险体系缴纳个人养老

保险ꎮ 从 ２０１２ 年开始ꎬ养老缴费人群范围进一步扩展至外来劳动移民ꎬ按劳

动合同在俄罗斯工作的外国人和无国籍人士也必须向养老基金缴费ꎬ缴费标

准与俄籍员工无异ꎮ
二是养老保险缴费年限要求持续提高ꎮ ２０１５ 年之前规定ꎬ养老金给付条

件为:男性 ６０ 岁ꎬ女性 ５５ 岁ꎬ养老保险参保年限不得低于 ５ 年ꎮ 从 ２０１５ 年

起ꎬ调整为采用积分制公式计算养老金给付额度ꎮ 养老金给付条件变更为:
男性公民年满 ６０ 周岁ꎬ女性公民年满 ５５ 周岁ꎬ从 ２０１５ 年起算ꎬ缴费年限不

得低于 ６ 年ꎬ之后每年增加一年ꎬ自 ２０２４ 年起不得低于 １５ 年ꎬ同时规定ꎬ个
人养老金积分也自 ２０１５ 年起算ꎬ基础积分为 ６ ６ 分ꎬ之后每年计 ２ ４ 分ꎬ到
２０２４ 年积分达 ３０ 分ꎮ 从 ２０１７ 年开始ꎬ国家公职人员的养老金给付条件又有

所调整ꎬ从 ２０２４ 年起ꎬ其养老金缴费年限最低要求从 １５ 年增至 ２０ 年ꎮ
三是养老保险缴费率数次调整ꎮ 如上可知ꎬ俄罗斯强制养老保险的缴费

主要分为两种类型ꎬ一种是雇主缴费ꎬ另外一种是自由职业者缴费ꎮ

表 １ 俄罗斯强制养老保险缴费率变化(％)

年份
年收入
(卢布)

养老保险金缴费 养老储蓄金缴费

１９６６ 年之
前出生者

１９６７ 年之
后出生者

１９６６ 年之
前出生者

１９６７ 年之
后出生者

基本养老
金缴费

养老保险
缴费总
费率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３

２８ 万以下部分 １４ ０ ８ ０ ０ ６ ０ ６ ０ ２０ ０

２８ 万 ~ ６０ 万部分 ５ ５ ３ １ ０ ２ ４ ２ ４ ７ ９

６０ 万以上部分 ０ ０ ０ ０ ２ ０ ２ ０

４１ ５ 万以下部分 １６ ０ １０ ０ ０ ６ ０ １０ ０ ２６ ０

４１ ５ 万以上部分 ０

５７ ３ 万以下部分 １６ ０ １０ ０ ０ ６ ０ ６ ０ ２２ ０

５７ ３ 万以上部分 １０ ０

资料 来 源: В Назаровꎬ С Мурылев О стратегии совершенствован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пенсионной системы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ｅｔ ｒｕ / ｆｉｌｅｓ / ｔｅｘｔ / ｏｔｈｅｒ / ｎａｚａｒｏｖ － ｓｉｎｅｌｎｉｋｏｖ ｐｄｆꎻ俄 罗 斯

养老基金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ｐｆｒｆ ｒ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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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缴费方面ꎬ２００９ 年之前养老保险缴费以统一社会税(ЕСН)的形式

缴纳ꎬ以 ２００９ 年为例ꎬ职工年工资收入低于 ２８ 万卢布的部分ꎬ强制养老保险

税率为 ２０％ ꎻ超过 ２８ 万卢布ꎬ但低于 ６０ 万卢布的部分ꎬ缴费率为 ７ ９％ ꎻ超过

６０ 万卢布的部分ꎬ缴费率为 ２％ ꎮ 从 ２０１０ 年起ꎬ俄罗斯取消统一社会税ꎬ改
为强制养老保险缴费ꎬ并提高了保险缴费率ꎮ 以 ２０１０ 年为例ꎬ对年工资收入

低于 ４１ ５ 万卢布的部分ꎬ缴费率为 ２６％ ꎬ高于 ４１ ５ 万卢布的部分缴费率为

零ꎮ 提高养老保险缴费率遭到企业抵制ꎬ俄罗斯政府不得不于 ２０１３ 年下调

强制养老保险缴费率:对于年收入低于 ５７ ３ 万卢布的部分ꎬ缴费率为 ２２％ ꎬ
高于 ５７ ３ 万卢布的部分ꎬ缴费率为 １０％ (见表 １)ꎮ 时至今日ꎬ强制养老保险

缴费率一直保持在 ２２％的水平ꎬ未再调整ꎮ
自由职业者缴费方面ꎬ缴费率亦经历了调整ꎮ 从 ２０１３ 年开始ꎬ俄罗斯规

定ꎬ自由职业者的养老金缴费额为年均最低劳动报酬①的两倍乘以 ２６％的缴

费率ꎬ几乎相当于 ２０１２ 年的两倍ꎮ 因遭到自由职业者的强烈抵制ꎬ２０１４ 年政

府对自由职业者的养老金缴费率进行调整:对年收入少于 ３０ 万卢布的自由

职业者ꎬ养老金缴费按年均最低劳动报酬的 ２６％缴纳ꎻ收入高于 ３０ 万卢布的

自由职业者ꎬ３０ 万卢布以下部分按最低劳动报酬的 ２６％缴费ꎬ３０ 万卢布以上

部分的收入按 １％ 缴费ꎻ缴费上限不得高于最低劳动报酬的 ８ 倍与 ２６％ 的

乘积ꎮ
四是养老储蓄金制度多次变革ꎮ 俄罗斯养老保险体系“第二支柱”———

强制养老保险框架内的养老金由三部分构成:基本养老金、养老保险金和养

老储蓄金ꎮ
目前ꎬ强制养老保险缴费中ꎬ占工资收入的 ６％ 纳入基本养老金部分ꎻ对

于 １９６６ 年之前出生人员(含 １９６６ 年)ꎬ其工资收入的 １６％纳入养老保险金账

户ꎬ而对于 １９６７ 年之后出生人员(含 １９６７ 年)ꎬ工资收入的 １０％纳入养老保

险金账户ꎻ养老储蓄金仅针对 １９６７ 年以后出生的在职人员ꎬ其向养老储蓄金

账户的缴费比例占其工资收入的 ６％ ꎮ 缴费人有权将养老储蓄金账户中的资

金委托俄联邦国家养老基金(ПФР)、非国家养老基金(НПФ)或者管理公司

(УК)管理ꎮ
针对养老储蓄金部分的缴费ꎬ俄罗斯进行过两次大的调整ꎮ 第一次调整

是 ２００８ 年ꎮ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１ 日ꎬ«养老储蓄金补充保险缴费和国家支持设立

养老储蓄金法»(第 ５６ 号联邦法)生效ꎮ 根据该法ꎬ职工可以自愿把自己的一

—７４—
① 每年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根据«最低劳动报酬联邦法»确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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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工资存入养老储蓄金账户ꎬ与此同时ꎬ国家进行协同缴费ꎬ即把与职工缴

纳金额相同的同等金额存入该职工的个人养老储蓄金账户ꎮ 该法的第 １１ 款

和第 １５ 款对自愿存入的金额和获得国家补贴的手续进行了严格的规定:
(１)参与人每年自愿存入养老储蓄金账户的最低额度是 ２ ０００ 卢布ꎻ(２)国家

协同缴费金额每年不超过 １ ２ 万卢布ꎻ(３)参与人必须从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１ 日

到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 日加入自愿养老储蓄金补充缴费体系ꎬ国家按其缴费额度

在 １０ 年期限内提供相同金额的协同缴费ꎬ１０ 年期限从参与人加入自愿养老

储蓄金补充缴费体系的下一年开始起算ꎻ(４)参与人需要向雇主提交申请ꎬ表
达参加自愿养老储蓄金补充缴费体系的意愿ꎬ同时写明缴费金额(金额不得

超过法律规定的上限)ꎮ
第二次调整始于 ２０１４ 年ꎬ从 ２０１４ 年起ꎬ俄罗斯开始冻结养老储蓄金

账户ꎬ即缴费资金不再纳入养老储蓄金账户ꎬ根据最新规定ꎬ养老储蓄金账

户将冻结至 ２０２１ 年ꎮ ２０１４ 年政府声称ꎬ冻结养老储蓄金账户的原因是需

要对管理养老储蓄金的非国家养老基金进行改组ꎬ之后又称应纳入养老储

蓄金账户的资金已用于克里米亚的重建ꎮ 自此ꎬ政府每年都宣布冻结养老

储蓄金账户ꎬ但不再解释理由ꎮ
事实上ꎬ养老储蓄金制度从设立至今一直饱受质疑ꎮ 一般而言ꎬ一国

保障养老储蓄金制度良好运行的基本条件至少有两个:一是通货膨胀率水

平较低ꎬ二是具备发达的金融市场ꎮ 而俄罗斯恰恰欠缺上述两个条件ꎬ与
此同时ꎬ由于俄罗斯的非国家养老基金和管理公司对养老储蓄金的管理能

力不足ꎬ养老储蓄金投资收益率远远低于通货膨胀率ꎬ造成养老储蓄金大

幅缩水ꎮ
五是国家公职人员延迟退休ꎮ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 日起«对俄联邦某些法律中

特定类别公民退休年龄的法律修订»正式生效ꎮ 该法规定ꎬ以每年增加 ６ 个

月的方式ꎬ逐步提高联邦级、市政级公职人员的退休年龄ꎬ最终将男性公职人

员的退休年龄从 ６０ 岁延至 ６５ 岁ꎬ女性公职人员的退休年龄从 ５５ 岁延至 ６３
岁ꎬ ２０１７ 年开始实施ꎬ２０３２ 年结束ꎮ

上述改革举措就其实质而言无非是通过增收节支方式维持养老保障体

系长期稳定运行ꎬ但现实中ꎬ因人口老龄化加剧ꎬ出生率下降ꎬ老年抚养比持

续攀升ꎬ预算补贴能力渐显不足ꎬ俄罗斯政府不得不将延迟退休范围扩展至

所有在职人员ꎮ
为更加直观地解释俄罗斯延迟退休的原因ꎬ如下用基于代际交叠(ＯＬＧ)

的养老金体系均衡模型中的 ７ 个参数的权衡取舍来加以诠释ꎮ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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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 Ｔ 期退休人员数量为Ｌｔ － １ꎬ养老金替代率①为Ｒｔꎬ退休前平均工资为

Ｗｔ － １ꎬ则 Ｔ 期的养老金总需求Ｄｔ为:
Ｄｔ ＝ Ｌｔ － １ＲｔＷｔ － １ (１)

假设 Ｔ 期就业人数为Ｌｔꎬ养老金缴费率为Ｍｔꎬ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为Ｗｔꎬ则
Ｔ 期的养老金总供给Ｓｔ为:

Ｓｔ ＝ (１ ＋ θ) － １ＬｔＷｔＭｔ (２)
其中 θ 为时间贴现率ꎬ０ < θ < １
在现收现付制②下ꎬ养老金体系均衡的理想状态为:

Ｄｔ ＝ Ｓｔ (３)
但现实中ꎬ俄罗斯养老金体系的运行情况是Ｄｔ > Ｓｔꎬ即需求大于供给ꎮ

为维持养老金体系稳定运行ꎬ政府不得不动用预算资金补充养老金体系ꎮ 假

设预算补贴为Ｇｔꎬ则俄罗斯养老金体系实现均衡的条件为:
Ｄｔ ＝ Ｓｔ ＋ Ｇｔ (４)

将(１)和(２)代入(４):
Ｌｔ － １ＲｔＷｔ － １ ＝ (１ ＋ θ) － １ＬｔＷｔＭｔ ＋ Ｇｔ (５)

(５)式可见ꎬ鉴于现收现付制下 θ 趋近于零ꎬ俄罗斯养老金体系稳定运行

取决于 ７ 个参数:养老金替代率(Ｒｔ)、退休人员数量(Ｌｔ － １)、退休前平均工资

(Ｗｔ － １)、就业人员数量(Ｌｔ)、养老金缴费率(Ｍｔ)、就业人员平均工资(Ｗｔ)和
预算补贴额(Ｇｔ)ꎮ

从养老金替代率看ꎬ目前俄罗斯的养老金替代率为 ３５％ ꎬ尚低于国际劳

工组织«社会保障最低标准公约»和 ２０１２ 年«俄联邦养老体系长期发展战

略»确定的 ４０％的目标ꎬ远低于 ＯＥＣＤ 国家的平均水平(５３％ )③ꎮ

—９４—

①

②

③

测度养老保障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ꎬ主要用于衡量劳动者退休前后生活保障水

平的差异ꎮ 养老金替代率是指劳动者退休时的养老金水平与退休前工资收入水平之间的

比例ꎮ 国际劳工组织 １０２ 号«社会保障最低标准公约»提出ꎬ老年人社会保障水平应达到

４０％的养老金替代率标准ꎮ ２０１２ 年«俄联邦养老体系长期发展战略»也将俄罗斯养老金

替代率目标定为 ４０％ ꎮ
现收现付制是代际转移ꎬ亦即用在职职工的养老保险缴费为退休人员支付养老

金ꎮ ２０１４ 年前俄罗斯的强制养老保险制度对在 １９６６ 年之前出生的人员实行现收现付

制ꎬ而对 １９６７ 年之后出生的人员实行现收现付与基金积累制(在职期间通过雇主缴费、职
工和国家协同缴费建立并逐年积累养老储蓄金ꎬ退休后再以积累的养老储蓄金及其投资

收益来给付职工的养老金)相结合的制度ꎮ 但从 ２０１４ 年起俄罗斯冻结了养老储蓄金账

户ꎬ因此ꎬ可将当前俄罗斯的强制养老保险制度视为现收现付制ꎮ
ＯＥＣＤ ＤａｔａꎬＰｅｎｓｉｏｎ ＳｐｅｎｄｉｎｇꎬＰｕｂｌｉｃꎬ％ ｏｆ ＧＤＰꎬｈｔｔｐ: / / ｄａｔａ ｏｅｃｄ ｏｒｇ / 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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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退休人员数量看ꎬ俄联邦退休人员数量不断增加ꎮ 俄联邦国家统计局

数据显示ꎬ２００５ 年俄罗斯退休人员(男性 ６０ 岁以上ꎬ女性 ５５ 岁以上)占总人

口的比重为 ２０ ５％ ꎬ预计到 ２０３０ 年将占 ２８％ ꎮ 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估

算ꎬ当前俄罗斯退休人员中ꎬ仍在工作者约有 ２２ 万ꎮ
从退休前平均工资看ꎬ近年来俄罗斯退休前平均工资呈现不断下降趋

势ꎮ 俄联邦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ꎬ５５ ~ ５９ 岁人员和 ６０ ~ ６４ 岁人员的工资与

全国平均工资水平相比ꎬ已从 ２００５ 年分别占 １００％ 和 ９３％ 降至 ２０１５ 年的

９０％和 ８６％ ꎮ
从就业人员数量看ꎬ俄联邦国家统计局预测ꎬ中性方案下ꎬ２０１０ ~ ２０３０ 年

俄罗斯就业人数将减少 ９００ 万ꎬ其中 ２０１７ ~ ２０３０ 年将减少 ４００ 万ꎮ
从养老金缴费率看ꎬ２０１０ 年俄罗斯曾将强制养老保险缴费率提至 ２６％ ꎬ

但因此增加了企业的劳动力成本ꎬ对俄罗斯经济竞争力产生了负面影响ꎬ招
致企业界的强烈抵制ꎬ俄罗斯政府不得不于 ２０１３ 年下调强制养老保险缴费

率ꎬ降至 ２２％ ꎬ并一致保持至今ꎮ
从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看ꎬ２０１７ 年俄罗斯人月均工资为 ３ ９１６ ７ 万卢布

(约合 ６４６ 美元)ꎬ按购买力平价计算ꎬ约为 ＯＥＣＤ 国家平均值的 ４３ ５％ ①ꎮ
从预算补贴额看ꎬ２０１８ 年联邦预算对养老保障体系的补贴额占 ＧＤＰ 的

比重达 ３ ２％ ꎬ已超过同期国防预算支出占 ＧＤＰ 的比重(２ ７％ )②ꎮ
从上述 ７ 个指标看ꎬ退休前平均工资和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由一系列宏观

和微观因素所决定ꎬ而非调整养老金制度可以解决的问题ꎮ 其他 ５ 个指标可

以通过养老金制度改革来调整ꎮ 当然ꎬ必须在 ３ 个约束条件下:其一ꎬ养老金

替代率必须达到社会可以接受的程度ꎻ其二ꎬ在减少养老金体系对预算补贴

依赖度的情况下ꎬ实现养老保障体系收支平衡并保持长期稳定ꎻ其三ꎬ养老金

缴费率形成的经济税负水平③不会对企业的经营积极性造成严重影响ꎮ
在老龄化加速趋势下ꎬ假定目前不延迟退休ꎬ亦即任由退休人员数量增

加和就业人员数量减少ꎬ其他三个参数欲维持现有水平ꎬ存在“不可能三角”ꎮ

—０５—

①

②

③

ＯＥＣＤ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Ｏｕｔｌｏｏｋ ２０１７ꎬ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Ａｎｎｅｘ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ｏｅｃｄ ｏｒｇ / ｅｌｓ / ｅｍｐ /
Ｅａｒｎｉｎｇｓ ｘｌｓｘ / ꎻ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ｋｓ ｒｕ / ｆｒｅｅ＿ｄｏｃ / ｎｅｗ＿ｓｉｔｅ /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 ｔｒｕｄ / ｓｒ － ｚａｒｐｌａｔａ / ｔ１ ｄｏｃｘ

Т Тищенко Федеральный бюджет в ２０１８ году: рост нефтегазовых доходовꎬ
профицит бюджета Мониторинг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ситуации в России: тенденции и
вызовы социально －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 ３ (８６) Февраль ２０１９ г С １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ｅｐ ｒｕ

俄罗斯的强制养老保险缴费完全由雇主承担ꎬ自由职业者实际上是自雇者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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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相关专家的计算显示ꎬ维持现有的 ３５％ 养老金替代率标准ꎬ有必要将

养老保险费率增至 ２７％ ꎬ或者将预算补贴额与 ＧＤＰ 之比增至 ２０５０ 年的

３ ６％ ꎻ维持现有的养老保险缴费率(２２％ )和预算补贴与 ＧＤＰ 之比不变ꎬ则
养老金替代率将从 ３５％降至 ２０５０ 年的 ２４％ ①ꎮ

鉴于当前俄罗斯的养老金替代率远低于«俄联邦养老体系长期发展战

略»设定的 ４０％的标准ꎬ进一步下降有可能导致退休人员贫困率上升ꎻ提高

养老金缴费率实质上是增加企业的税负ꎬ容易损伤企业的经营积极性ꎬ并且

已有遭到社会抵制的前车之鉴ꎬ提高养老金缴费率的经济和社会风险较大ꎻ
而进一步增加预算补贴额在当前俄罗斯经济状况不佳的情况下已是难以承

受之重ꎮ 因此ꎬ只能调整其他两个参数———退休人员数量和就业人员数量ꎬ
而延迟退休可以达到减少退休人员数量和增加就业人员数量的双重目标ꎮ

二　 俄罗斯延迟退休方案演变及主要内容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１４ 日提交国家杜马审议的延迟退休方案版本如下:自 ２０１９
年起ꎬ退休年龄年均增加半岁ꎬ到 ２０２８ 年男性退休年龄延至 ６５ 岁ꎻ到 ２０３４
年女性退休年龄延至 ６３ 岁ꎮ 该方案不涉及 １９５８ 年(包括 １９５８ 年)之前出生

的男性和 １９６３ 年(包括 １９６３ 年)之前出生的女性ꎻ部分涉及 １９５９ ~ １９６２ 年

出生的男性和 １９６４ ~ １９７０ 年出生的女性ꎻ１９６３ 年之后出生的男性 ６５ 岁退

休ꎬ而 １９７１ 年之后出生的女性 ６３ 岁退休(见表 ２)ꎮ

表 ２ 最初提交国家杜马审议的延迟退休方案

退休年份
男性 女性

出生年份 退休年龄 出生年份 退休年龄

２０２０ １９５９ ６１ １９６４ ５６

２０２２ １９６０ ６２ １９６５ ５７

２０２４ １９６１ ６３ １９６６ ５８

２０２６ １９６２ ６４ １９６７ ５９

２０２８ １９６３ ６５ １９６８ ６０

２０３０ — — １９６９ ６１

—１５—

① Ю ГорлинꎬВ ЛяшокꎬТ Малева Повышение пенсионного возраста:позитивные
эффекты и вероятные риски / /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политика ２０１８ № １ Ｃ １４９ －１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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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３２ — — １９７０ ６２

２０３４ — — １９７１ ６３

资料来源:Т ЛомскаяꎬО Адамчук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начало сокращать долю пенсионеров
среди россиян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ｖｅｄｏｍｏｓｔｉ ｒｕ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２０１８ / ０６ / １５ / ７７２８３７ － ｓｏｋｒａｓ￣
ｃｈａｔ

延迟退休方案提交国家杜马审议之日ꎬ俄罗斯劳工联合会即在网上征集

签名ꎬ准备向政府提交请愿书ꎬ反对延迟退休ꎬ超过 ２５０ 万俄罗斯公民签名ꎮ
在抵制延迟退休问题上ꎬ体制内反对派(俄罗斯共产党、公正俄罗斯党和自由

民主党)与体制外反对派空前一致ꎬ纷纷在各地组织抗议活动ꎬ并向中央选举

委员会递交正式申请ꎬ提出应将延迟退休问题提交全民公决ꎮ
鉴于一旦将延迟退休问题交与全民公决ꎬ极有可能激化社会矛盾ꎬ加剧

民众与俄罗斯政府的对立ꎬ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２１ 日国家杜马不得不就延迟退休问

题举行专门听证会ꎮ ８ 月 ２９ 日ꎬ普京总统就延迟退休问题发表全国电视讲

话ꎬ提出将对国家杜马“一读”通过的延迟退休方案作出调整ꎬ将媒体和民众

注意力逐渐转移到修正案文本措辞上ꎬ有关全民公决的程序运作由此搁置ꎮ
９ 月 ６ 日ꎬ国家杜马收到经普京总统修正的延迟退休方案ꎬ并根据其指示抓紧

修改并进行相应调整ꎮ ９ 月 ２６ 日ꎬ修正后的延迟退休方案在国家杜马“二
读”通过ꎬ翌日“三读”通过ꎮ １０ 月 ３ 日普京签署总统令ꎬ修改后的延迟退休

方案终获通过ꎮ
俄罗斯最终通过的延迟退休方案与最初版本的最大差别主要体现在两

个方面ꎮ 一方面ꎬ女性公民退休年龄从 ６３ 岁改为 ６０ 岁ꎬ即从现在的 ５５ 岁

延至 ６０ 岁ꎬ男性退休年龄延至 ６５ 岁ꎻ另一方面ꎬ延迟退休年均增加 １ 岁

(见表 ３)ꎮ

表 ３ 最终通过的延迟退休方案

退休年份 男性 女性

２０１９ ６１ ５６

２０２０ ６２ ５７

２０２１ ６３ ５８

２０２２ ６４ ５９

２０２３ ６５ ６０

资料来源:"О внесении изменений в отдельные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ные акты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по вопросам назначения и выплаты пенсий" от ０３ １０ ２０１８ № ３５０ － ФЗ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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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ꎬ最终版本还为特殊人群设置了以下优惠条件:第一ꎬ放宽多子女家

庭母亲退休年龄限制ꎬ生育 ３ 个孩子的母亲可提前 ３ 年退休ꎬ生育 ４ 个孩子

的母亲可提前 ４ 年退休ꎬ生育 ４ 个孩子以上的母亲 ５０ 岁即可退休ꎻ第二ꎬ男
性公民提前退休的工龄要求从 ４５ 年减至 ４０ 年ꎬ女性公民从 ４０ 年减至 ３７ 年ꎻ
第三ꎬ两年内(２０１９ 年和 ２０２０ 年)退休的人员可提前 ６ 个月先行发放退休

金ꎻ第四ꎬ继续保留矿工、高温和化工行业一线职工以及切尔诺贝利事件受害

者享受的提前退休福利ꎻ第五ꎬ照顾 ５ 年内即将退休人员ꎬ规定雇主不得随意

解雇 ５ 年内面临退休的人员ꎬ也不得因年龄问题拒聘员工ꎻ第六ꎬ特种职业、
边远农村地区退休人员应享有的退休待遇不变ꎮ

虽说最终通过的延迟退休方案是应对社会抵制的妥协方案ꎬ但就其主要

内容而言ꎬ与最初方案的实质性差异并不大ꎮ

三　 俄罗斯延迟退休的经济与社会效应

俄罗斯延迟退休法案通过后ꎬ从经济视角看ꎬ可以暂时缓解预算压力、增
加劳动力供给ꎬ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经济增长ꎬ退休人员的退休金水平也有

所提高ꎮ 但从社会效应来看ꎬ此举留下不少隐患ꎬ且影响深远ꎮ
(一)延迟退休的经济效应

俄罗斯延迟退休的经济效应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１ 退休金水平提升

按照延迟退休方案ꎬ未来 ６ 年ꎬ俄罗斯人均退休金每年增加 １ ０００ 卢布ꎬ
至 ２０２４ 年可达每月 ２ 万卢布ꎮ ２０１９ 年增幅最大ꎬ为 ７ ０５％ (具体增长额度

见表 ４)ꎬ平均退休金水平达 １ ５４ 万卢布ꎮ 未来两年ꎬ退休金平均增幅也将超

过央行确定的通胀率水平(４％ ): ２０２０ 年同比增长 ６ ６％ ꎬ２０２１ 年同比增

长 ６ ３％ ①ꎮ

表 ４ ２０１９ 年俄罗斯退休金增加额度 (单位:万卢布)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底退休金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初退休金 增加额度

０ ６００ ００ ０ ６４２ ３０ ０ ０４２ ３０

０ ７００ ００ ０ ７４９ ３５ ０ ０４９ ３５

—３５—

①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определилось с системой повышения пенсий.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ｒｂｃ
ｒｕ / ｅｃ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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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８００ ００ ０ ８５６ ４０ ０ ０５６ ４０

０ ９００ ００ ０ ９６３ ４５ ０ ０６３ ４５

１ ０００ ００ １ ０７０ ５０ ０ ０７０ ５０

１ １００ ００ １ １７７ ５５ ０ ０７７ ５５

１ ２００ ００ １ ２８４ ６０ ０ ０８４ ６０

１ ３００ ００ １ ３９１ ６５ ０ ０９１ ６５

１ ４００ ００ １ ４９８ ７０ ０ ０９８ ７０

１ ５００ ００ １ ６０５ ７５ ０ １０５ ７５

１ ６００ ００ １ ７１２ ８０ ０ １１２ ８０

１ ７００ ００ １ ８１９ ８５ ０ １１９ ８５

１ ８００ ００ １ ９２６ ９０ ０ １２６ ９０

１ ９００ ００ ２ ０３３ ９５ ０ １３３ ９５

２ ０００ ００ ２ １４１ ００ ０ １４１ ００

２ １００ ００ ２ ２４８ ０５ ０ １４８ ０５

２ ２００ ００ ２ ３５５ １０ ０ １５５ １０

２ ３００ ００ ２ ４６２ １５ ０ １６２ １５

２ ４００ ００ ２ ５６９ ２０ ０ １６９ ２０

２ ５００ ００ ２ ６７６ ２５ ０ １７６ ２５

资料来源:Пенсионный фонд РФ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ｐｆｒｆ ｒｕ / ｐｒｅｓｓ＿ｃｅｎｔｅｒ ~２０１８ / １２ / ３１ / １７３５４４

２ 劳动力供给增加

当前ꎬ俄罗斯劳动力供给水平不足ꎬ２０１８ 年失业率达历史最低水平的

４ ８％ ꎬ低于公认的 ５％的充分就业水平ꎮ 据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预测ꎬ延迟

退休方案实施后ꎬ ２０１９ 年将有 １３ ７２ 万人被留在劳动力市场ꎬ到 ２０２４ 年

将有总计 １８０ 万劳动力继续留在劳动力市场①ꎬ能够有效缓解劳动力供给

不足问题ꎮ
３ 养老支出缩减

根据 ２０１９ ~ ２０２１ 年俄罗斯联邦预算法ꎬ２０１９ ~ ２０２１ 年养老支出名义值

虽有小幅增加ꎬ但剔除通胀因素后ꎬ三年同比下降趋势明显ꎬ年均为 １ ３％ ꎮ
与此同时ꎬ２０１９ 年和 ２０２０ 年养老总支出占 ＧＤＰ 的比重均为 ７ ２％ꎬ与 ２０１８ 年

—４５—

① Прогноз социально －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Минэкономразвития (МЭР)
на период до ２０２４ года ｈｔｔｐ: / /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ｇｏｖ ｒｕ / ｗｐｓ / ｗｃｍ / ｃｏｎｎｅｃ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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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７ ３％相比ꎬ下降 ０ １ 个百分点ꎬ到 ２０２１ 年其占比将降到 ７％以下(见表 ５)ꎮ

表 ５ 俄罗斯养老总支出变化(％)

同比 同比(剔除通胀因素) 占 ＧＤＰ 比重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１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１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１

１０２ ４ １０３ ０ １０２ ７ ９８ ２ ９９ ２ ９８ ８ ７ ３ ７ ２ ７ ２ ６ ９

资料来源:Федеральный закон от ２９ １１ ２０１８ № ４５９ － ФЗ "О федеральном бюджете
на ２０１９ год и на плановый период ２０２０ и ２０２１ годов"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ｉｎｆｉｎ ｒｕ / ｒｕ / ｄｏｃｕ￣
ｍｅｎｔ / ? ｉｄ＿４ ＝ １２６３６３

４ 预算负担减轻

延迟退休方案实施后ꎬ联邦预算向养老基金的转移支付(预算补贴额)
大幅缩减ꎮ 从名义值看ꎬ虽然 ２０１９ 年同比增长 ０ ６％ ꎬ但 ２０２０ 年和 ２０２１
年同比下降幅度分别达 ０ ９％ 和 ６ ７％ ꎮ 如果剔除通货膨胀因素ꎬ缩减幅

度更大ꎬ其中 ２０２１ 年同比缩减幅度超过 １０％ ꎮ 预算向养老基金的转移支

付占 ＧＤＰ 的比重也呈明显下降的趋势ꎬ２０１９ ~ ２０２１ 年分别为 ３ １％ 、２ ９％
和 ２ ５％ (见表 ６)ꎮ

表 ６ 俄罗斯联邦预算养老保障支出变化(％)

同比 同比(剔除通胀因素) 占 ＧＤＰ 比重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１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１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１

１００ ６ ９９ １ ９３ ３ ９６ ４ ９５ ４ ８９ ７ ３ ２ ３ １ ２ ９ ２ ５

资料来源:同表 ４ꎮ

５ 提振经济增长

俄罗斯中央银行预测ꎬ因延迟退休扩大了就业规模ꎬ２０１９ 年俄罗斯 ＧＤＰ
将因此增长 ０ １％左右ꎬ２０２０ ~ ２０２１ 年将增长 ０ ２％ ~ ０ ３％ ①ꎮ 经济发展部

的预测与中央银行的预测基本吻合ꎬ预计 ２０１９ ~ ２０２４ 年俄罗斯 ＧＤＰ 将因延

迟退休提高 １ ３ 个百分点ꎬ即每年增长 ０ ２％ ~０ ３％ ②ꎮ
(二)延迟退休的社会效应

从社会效应看ꎬ延迟退休是逆民意而动ꎬ遭到绝大多数民众反对ꎮ 延迟退

—５５—

①

②

Доклад Центробанка о денежно － кредитной политике ４ декабрь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
ｃｂｒ ｒｕ /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 Ｆｉｌｅ / １４１６９ / ２０１８＿０４＿ｄｄｃｐ ｐｄｆ

Прогноз социально －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Минэкономразвития (МЭР)
на период до ２０２４ года ｈｔｔｐ: / /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ｇｏｖ ｒｕ / ｗｐｓ / ｗｃｍ / ｃｏｎｎｅｃ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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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方案提出之初(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２９ 日)的民调显示ꎬ８０％被调查者反对延迟退休ꎬ
其中 ４０ ~６０ 岁的民众中ꎬ反对延迟退休者比重达 ８６％①ꎮ 虽然延迟退休方案

经过修正后最终在连续不断的抗议与反对声中通过ꎬ全民公决要求也被政府巧

妙规避ꎬ但其产生的社会影响值得进一步关注ꎮ 反对者认为ꎬ延迟退休实际上

是对公民养老金获取权的侵蚀ꎬ是国家推卸责任ꎬ是对福利国家的背弃ꎮ
其一ꎬ延迟退休方案下ꎬ一大部分人活不到退休年龄ꎮ 政府提出的延迟

退休方案是依据预期寿命的动态变化ꎬ即 ２０１８ 年、２０２４ 年和 ２０３０ 年预期寿

命的变化而确定(２０１８ 年俄罗斯公民的预期寿命为 ７２ ９ 岁ꎬ２０２４ 年将达 ７８
岁ꎬ２０３０ 年将增至 ８０ 岁)ꎮ 反对者则是以当前的预期寿命ꎬ即静态观来看待

延迟退休问题ꎬ而且从男女预期寿命存在巨大差距、地区间预期寿命也存在

较大差异的角度来论证延迟退休的不合理性ꎮ 反对者认为ꎬ目前俄罗斯男性

的预期寿命为 ６６ ５ 岁ꎬ女性预期寿命为 ７７ ６ 岁ꎬ按照延迟退休方案ꎬ男性退

休后领取退休金的时间仅为 １ ５ 年ꎻ女性领取退休金的时间为 １７ ６ 年ꎮ 而

在欧洲发达国家ꎬ男性退休年龄为 ６７ 岁ꎬ平均预期寿命为 ７９ 岁ꎬ领取退休金

的时间为 １２ 年ꎬ女性退休年龄为 ６３ ~ ６５ 岁ꎬ平均预期寿命为 ８４ 岁ꎬ领取退

休金的时间达 ２０ 年以上②ꎮ 从各地区的预期寿命看ꎬ印古什共和国的预期寿

命较长ꎬ达 ８１ 岁ꎻ克麦罗沃州、伊尔库茨克州的预期寿命为 ６９ 岁ꎻ阿穆尔州

为 ６８ 岁ꎬ犹太自治州和特瓦共和国分别为 ６６ 岁和 ６４ 岁ꎮ 男性退休年龄为

６０ 岁的情况下ꎬ特瓦共和国、犹太自治州和楚科奇自治区的男性平均不能活

到退休年龄ꎮ 而男性退休年龄延迟至 ６５ 岁ꎬ则俄罗斯有 ３７ 个地区的男性平

均活不到退休ꎬ占俄罗斯地区总数的 ４４％ ③ꎮ
其二ꎬ业已微薄的退休金获取权有可能被剥夺ꎮ 俄罗斯普通民众的退休

金本已微薄ꎬ２０１７ 年退休人员每月平均退休金为 １ ４ 万卢布(约合 ２３１ 美

元)ꎬ仅比退休人员贫困线高 １９％ ④ꎮ 法国外贸银行全球资产管理公司发布

—６５—

①

②

③

④

Реакция граждан о решении повысить пенсии и его влиянии на отношение к
властям ｈｔｔｐｓ: / / ｆｏｍ ｒｕ / Ｅｋｏｎｏｍｉｋａ / １４０５７

А Г Аганбегян Не с увеличения пенсионного возраста и повышения НДС
надо начинать реализацию целей и задач на перспективу / / Общество и экономика
２０１８ № ８ С ６

И В Щетинина Увеличение пенсионного возраста:аргументы "за" и "против" / /
ЭКО ２０１８ № １１ С ９９

Пенсионная реформа в России: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й анализ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ｒｏｔｆｒｏｎｔ ｓｕ /
ｐｅｎｓｉｏｎｎａｙａ － ｒｅｆｏｒｍａ － ｖ － ｒｏｓｓｉｉ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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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球退休指数榜单»显示ꎬ俄罗斯养老保障水平在 ４０ 多个国家中排在倒

数第 ５ 位ꎮ 当前ꎬ俄罗斯约有 ８％ 的退休人员生活在贫困线以下①ꎮ 因退休

金不能支撑体面的生活ꎬ约有 １ / ３ 的退休人员选择继续工作ꎮ 在延迟退休方

案使多数人活不到退休年龄的情况下ꎬ本已捉襟见肘的退休金获取权丧失的

可能性较大ꎮ
其三ꎬ延迟退休与俄罗斯公民存在的养老靠国家的观念背离ꎮ 民意测验

显示ꎬ俄罗斯有约 ７０％的人坚持认为ꎬ国家有责任让退休人员过上体面的生

活ꎬ否则将是国家的耻辱ꎮ 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苏联科学院和俄罗斯科

学院院士若雷斯阿尔菲罗夫的说法代表了很多俄罗斯人的心声:“如果公

民要为教育和医疗服务付费ꎬ自掏腰包储蓄退休金ꎬ以市场价格全额支付住

房和公用事业服务费ꎬ要这个国家何用?”
不容忽视的是ꎬ延迟退休决定是在俄罗斯居民收入水平持续大幅下降背

景下作出的ꎬ加重了民众的挫折感和失望情绪ꎮ 自 ２０１４ 年因克里米亚事件

遭受西方制裁以来ꎬ俄罗斯民众深切感受到实际可支配收入大幅下降的现

实: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７ 年居民实际收入下降幅度达 １９％ ②ꎮ 随着 “后克里米亚共

识”光环淡化ꎬ民众的疑惑和挫败感增加ꎬ对国家治理能力的质疑有所抬头ꎮ
此时作出延迟退休决定ꎬ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加剧了民众的失望情绪ꎬ不满

乃至愤怒激增ꎮ 延迟退休法案通过成为普京总统本人、统一俄罗斯党和政府

威信下降的转折点ꎮ
首先ꎬ普京总统支持率下降ꎬ梅德韦杰夫总理威信受损ꎮ 延迟退休法案

通过当月ꎬ列瓦达中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ꎬ ６１％的公民认为普京对该国面

临的问题负有全部责任ꎬ２０１７ 年该比重为 ５５％ ꎬ２０１４ 年 ３ 月克里米亚事件后

为 ５２％ ꎮ 与此同时ꎬ在被问到:如果近期进行总统选举ꎬ你将投票给谁时ꎬ支
持普京的被调查者占 ５６％ ꎬ而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普京当选总统时ꎬ得票率曾高

达 ７６ ７％ ꎮ
列瓦达中心的分析师丹尼斯沃尔科夫指出ꎬ焦点问题是民众认为提高

退休年龄是欺骗他们ꎮ 普京总统在 ２００５ 年开启第二任期时曾承诺永远不会

提高退休年龄ꎬ２０１８ 年却宣布延迟退休ꎮ 梅德韦杰夫总理也因延迟退休问题

一度在社交媒体上被称为 “人民的公敌”ꎮ 左翼阵线领导人乌达利佐夫甚至

—７５—

①
②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ｐｆｒｆ ｒｕ / ｐｒｅｓｓ＿ｃｅｎｔｅｒ ~ ２０１７ / １０ / ２６ / １４５６３２
Население России в ２０１７ году:доходыꎬрасходы и социальное самочувствие

Мониторинг НИУ ВШЭ. С ３ ｈｔｔｐｓ: / / ｉｓｐ ｈｓｅ ｒｕ / ｄａｔａ / ２０１７ / ０８ / ０１ / １１７３７１４６１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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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莫斯科特维尔斯科地区法院提起诉讼ꎬ起诉总统普京和总理梅德韦杰夫ꎬ
要求赔偿因延迟退休对其造成的精神损害ꎬ索赔金额为 １００ 万卢布ꎬ而且提

出ꎬ延迟退休是对俄罗斯所有公民的侮辱ꎬ有必要集体向法院提起诉讼并寻

求道德伤害赔偿ꎮ
其次ꎬ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威望降至历史最低ꎮ 舆情基金会(ＦＯＭ)的数

据显示ꎬ延迟退休方案通过后ꎬ统一俄罗斯党的支持率降至 ３１％ ꎬ而在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ꎬ其支持率还处于 ５１％的水平ꎮ 统一俄罗斯党支持率的下降在地方行

政长官选举中显露无遗ꎮ 在哈卡西共和国、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和弗拉基米

尔州的地方行政长官选举中ꎬ统一俄罗斯党候选人输给了俄罗斯共产党和自

由民主党候选人ꎮ
此外ꎬ激进派对统一俄罗斯党的抵制甚至发展到比较极端的状态ꎮ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ꎬ俄罗斯“社会主义运动”和左翼集团积极分子在圣彼得堡的第普尔

科夫斯基公园为 ８ 名支持延迟退休的统一俄罗斯党成员安置了墓碑ꎬ并举办

了象征性的葬礼ꎬ声称统一俄罗斯党投票提高退休年龄是对选民的背叛ꎬ是
在实施侵犯劳动人民权益的政策ꎬ人民必然为其掘墓①ꎮ

最后ꎬ对官僚体系的不满增加ꎮ 相关官员言论被过分解读ꎮ 梅德韦杰夫

总理曾因被问到是否会增加养老金时回答:“没有钱ꎬ您忍忍吧” ꎬ一度在社

交媒体上被连番恶搞ꎮ
延迟退休方案通过后ꎬ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政府青年政策司司长奥尔加

格拉茨基在会见青年时说:“原则上国家不欠你的ꎬ欠你的应当是生你的父

母ꎬ国家并没有求他们生你”ꎬ一度引起轩然大波ꎮ 尽管奥尔加格拉茨基被迫

就其言论道歉ꎬ但民众的愤怒并没完全消失ꎬ且有关俄罗斯是否还是福利国

家的讨论不绝于耳ꎮ
可以说ꎬ因延迟退休引发的民众不满在一定程度上正逐渐转化为对官僚

体系的愤怒和质疑ꎬ也引发了民众对官员整体素质的不良评价ꎮ 有些人认

为ꎬ俄罗斯官员素质正在恶化ꎬ受个人既得利益驱使的官员脱离人民ꎬ不尊重

人民ꎬ甚至鄙视人民ꎬ进而为所欲为ꎬ因而从这些官员口中发出“国家什么也

不欠你的”的蛮横言论也就不足为奇ꎮ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１７ 日莫斯科又有一次千

—８５—

① В Петербурге появились надгробия единороссамꎬкоторые поддержали пенсионную
реформу ｈｔｔｐｓ: / / ｎｅｗｓｌａｎｄ ｃｏｍ/ ｕｓｅｒ / ４２９７７４０００９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ｖ － ｐｅｔｅｒｂｕｒｇｅ － ｐｏｉａｖｉｌｉｓ － ｎａｄｇｒｏｂｉｉ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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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集会ꎬ其中理由之一是对延迟退休的不满①ꎮ

四　 简要述评

总体来看ꎬ退休制度既是经济问题ꎬ也是社会问题ꎬ更是政治问题ꎮ 此次俄

罗斯延迟退休法案虽然得以通过ꎬ也将产生一定的积极经济效应ꎬ但这种积极

效应的可持续性以及在社会层面和政治层面产生的影响值得进一步关注ꎮ
首先ꎬ延迟退休虽然短暂缓解了养老金体系收不抵支问题ꎬ养老金水平

也有所提高ꎬ但并不能保证养老金制度的长期财务可持续性ꎬ必须实施进一

步的改革ꎮ
从近期看ꎬ两个方面的配套措施跟进必不可少ꎮ
一方面是继续完善提前退休制度ꎮ 俄罗斯目前约 ３０％ 的就业人口是在

法定退休年龄之前退休ꎬ尤其是教师、医生、军人和强力部门工作人员提前退

休较为普遍ꎬ必须采取相关措施将提前退休人员占比大幅降低ꎬ以增加养老

保险缴费ꎮ
另一方面是继续堵塞养老金体系缴费漏洞ꎮ 俄罗斯“影子经济”规模是发

达国家的 １ ５ ~２ 倍ꎬ而在“影子经济”部门就业的人员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约

为 ２０％ꎬ其工资收入大多未被纳入养老保障缴费体系ꎬ必须尽快加以解决ꎮ
从中期看ꎬ养老储蓄金“冻结”问题需要解决ꎮ ２０１４ ~ ２０２１ 年养老储蓄

金将一直处于“冻结”状态ꎬ这实际上是对 １９６７ 年之后出生人员养老储蓄金

的“欠账”ꎬ今后如何“还账”是必须解决的问题ꎮ
其次ꎬ以经济增长惠民生促稳定是消解延迟退休带来的不良社会效应的

根本之道ꎮ 延迟退休法案经俄罗斯政府巧妙运作得以通过ꎬ民众反对声音渐

归沉寂ꎬ但不满情绪只是被潜藏下来ꎬ并未消解ꎬ偶遇风吹草动有激化的可能

性ꎬ况且体制内外反对派的助推作用亦不容小觑ꎮ 目前ꎬ对俄罗斯政府而言ꎬ
根本之道在于促进经济增长ꎬ改善民生ꎮ 从俄罗斯总统普京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７
日签署的总统令ꎬ到随后政府推出的行动计划ꎬ再到 ２０１９ 年年初推出的 １２
个国家项目来看ꎬ通过提升人力资本质量、科技进步引领、发展数字经济、基
础设施投资拉动等方式促进经济增长ꎬ进而改善民生的政策导向较为清晰ꎮ
当然ꎬ政策措施的实施效果有待进一步观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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