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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汉服亮相
塞尔维亚诺维萨德

9月23日，在塞尔维亚诺维萨德举行的
“汉服节”活动上，一名学生展示汉服。

诺维萨德大学孔子学院首届“汉服节”活
动23日在塞尔维亚中北部城市诺维萨德举
行，吸引不少当地民众驻足体验。

新华社发（塞尔维亚诺维萨德孔子学院
供图）

人物榜榜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
特约撰稿 李庚润

美国非裔人类学家玛拉·弗
雷德里克将于2024年 1月 1日
起担任哈佛大学神学院新一任
院长，成为哈佛神学院207年历
史上的首位女性院长。哈佛神
学院成立于1816年，该院第一
位非裔院长是 1974 年至 1975
年间担任代理院长的普雷斯顿·
N·威廉姆斯。

“我很荣幸回到哈佛，并担任
哈佛神学院的下一任院长。”弗
雷德里克在接受媒体采访中表
示，“哈佛神学院拥有尽职尽责
的教职员工、学生、校友和朋友，
他们致力于推动社会正义和人类
进步。”

现任校长克劳丁·盖伊是哈
佛历史上首位非裔校长，她对玛
拉·弗雷德里克重返哈佛表示欢
迎。盖伊相信弗雷德里克的领导
才能、学术地位、好奇心和协作精
神，以及她深思熟虑和关怀他人
的态度，将有助她成为一名优秀
的院长。

学术生涯专注非裔研究

弗雷德里克出生于美国南卡
罗来纳州的萨姆特，在斯派尔曼
学院获得学士学位，后于杜克大
学获文化人类学博士学位。

弗雷德里克的研究方向为非
裔美国人的宗教和历史，目前在
埃默里大学坎德勒神学院担任宗
教与文化系教授。她曾于2003
年至2019年期间在哈佛大学任
教多年，担任非洲和非裔美国人
研究系教授。在2003年加入哈
佛大学之前，她曾在普林斯顿大学宗教研究中心担任博
士后研究员，并在辛辛那提大学担任助理教授，之后在
亚特兰大跨教派神学中心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

作为一名人类学家，弗雷德里克的教学兴趣包括
宗教人类学和非裔美国人的宗教经验，她的学术研究
主要集中在美国南部的宗教和媒体、宗教和社会行为
主义，以及非裔机构组织在“后种族”世界中的可持续
性。她出版了《彩色电视：美国宗教走向世界》《主日之
间：黑人妇女与日常生活的信仰挣扎》两部著作，与人
合著有《电视救赎：黑人宗教媒体与种族赋权》和《危城
下的地方民主：行为主义、公共利益和私人政治》，并发
表多篇学术文章。其中，《危城下的地方民主》获2008
年北美人类学协会书籍奖项。

弗雷德里克的工作得到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
米尔顿基金会、路易斯维尔研究所和福特基金会等的
支持。

跨学科研究非裔、宗教与性别

在弗雷德里克的学术研究中，她采用跨学科的方
法研究宗教、种族、性别、媒体、政治和经济的交叉领
域。《主日之间：黑人妇女与日常生活的信仰挣扎》是其
跨学科研究的典型案例。

《主日之间》是一部创新之作，它带领读者超越对非
裔宗教的常见误解和狭隘假设，重点探讨了宗教对非裔
美国女性生活和社会行动的影响。弗雷德里克于1997
年至1998年期间前往北卡罗来纳州的哈利法克斯县进
行田野调查，开展民族志研究，其研究侧重于非裔美国
女性如何表达信仰，探讨了宗教性、灵性、主体性和社会
行为主义在非裔美国女性中的复杂作用，揭示了这些因
素如何影响她们的日常生活以及与更广泛社会问题的
关联。

资历深厚的领导者

弗雷德里克不仅是一位有影响力的学者，还是一
位资历深厚的领导者。她曾担任2021年美国宗教研究
学会主席，该学会是世界上最大的宗教研究及相关领域
的学会。她还担任过美国人类学联合会的下属学会、非
裔人类学者学会主席。她在埃默里大学曾供职于坎德
勒神学院的终身教职和晋升委员会、人事和学术政策委
员会以及战略规划委员会。

弗雷德里克在哈佛大学的十六年教学事业中担任
过各类职务，具有丰富的领导经验。她曾担任宗教研究
委员会的临时主席、研究生院主任以及非洲和非裔美国
人研究系招生委员会主席。

弗雷德里克表示，“我十分期待加入哈佛神学院，
为我们日益复杂和多元化的社会培养宗教和公民领
袖。现任院长戴维·汉普顿已辛勤耕耘多年，为学校绘
制并落实了变革性的全球愿景，我期待继续实现这一
愿景。”

正如哈佛大学教务长艾伦·M·加伯所说，弗雷德
里克深刻理解哈佛神学院的独特作用和影响力，她能
充分认识到学院当前面临的种种挑战和机遇，“是未来
几年领导哈佛神学院的合适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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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尊涵 贺旻萱

近期，来自北京外国语大学西班牙语、豪萨
语、德语、俄语等专业的学生共同推出了多语种
版本介绍中国方言文化的文章，在媒体平台广
泛传播。同时，他们在校园内开展了线下方言
文化宣传与传播的活动，吸引了校内外众多来
自不同国家的留学生驻足学习和交流。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中，方言一直
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为了进一步推广和传播
中国方言文化，增进不同地区之间的了解与交流，
北京外国语大学“以语述语，千里传響——多语种
讲述中国方言文化”大学生创新项目应运而生。

项目邀请了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方言专
家及学者，他们将从方言的历史、语音、词汇、国
际传播和多语种翻译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和指
导，准确呈现方言的独特之处并展示中国方言
的多样性。

该项目将陆续呈现出多语种的方言文化宣
传作品。这些作品将用丰富多样的语言和图像
展示中国方言的独特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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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看点看点

老龄化加速老龄化加速，，日本政府拟重点支持老年人就业日本政府拟重点支持老年人就业
■ 刘林/编译

据日本《读卖新闻》近日报道，随
着日本老龄化进程加速，老年人在总
人口中的占比不断扩大。日本政府
正在制定方针，下大力气完善就业环
境，以便让有工作意愿的老人都能充
分就业，无论年龄多大。

“健康老人数量不断增长，我们欢
迎有工作意愿的人士积极从事那些
劳动效率更高的工作。”

日本厚生劳动大臣武见敬三在17
日参加日本广播协会（NHK）的一档电
视节目时表达了上述想法。为了确
保充足的劳动力，日本政府将重点支
持老年人就业。

实际上，从日本总务省进行的劳

动力调查结果就能看出，老年人的就
业率并不低。2022年的数据显示，65
到69岁年龄段和70到74岁年龄段的
就业率分别达到50.8%和33.5%。

报道指出，日本政府之所以乐见更
多能够工作的老年人参与就业，不仅是
为了解决人手不足的问题，还是为了创
建“全年龄段社会保障”，让老年人也成
为支撑社保体系的一极。如果不能尽快
扭转由在职人口供养老年人的社保结
构，随着老年人在总人口中的占比不断
扩大，代际间的不公平感可能会越来越
强烈。

报道称，今年日本通常国会期间
通过的健康保险法修订案就规定，分
阶段提高75岁以上人口参加“后期高
龄者医疗制度”保险的费用。

在日本政府看来，老年人保持健康
体魄、延长工作寿命将是维系社保制度
的关键。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13日的记
者会上指出：“随着老龄化进程加快，
认知症患者数量不断增加，在这样的
背景下，建立一个确保认知症患者有
尊严、有希望地生活下去的社会已成
当务之急。”

由岸田文雄担任一把手、相关阁
僚参加的认知症对策会议将于本月内
启动，会议将就如何对有需要的家庭
提供帮助以兼顾工作和照护、推进延
缓病情发展的相关研究等展开综合讨
论。此外，日本政府还将在延长健康
寿命、预防重症等方面加强应对。

（来源：参考消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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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主要国家养老金制度改革及其启示：

经合组织国家老年女性平均贫困率普遍高于男性

■ 彭姝祎

近年来，欧洲养老金问题被频繁曝出，
一些国家爆发了百万人罢工上街游行抗议
等事件。

欧洲是全球最早建立养老金制度的地
区，二战之后，各国普遍建立了以现收现付为
主要融资方式的公共养老金制度。从20世纪
70年代中后期起，在人口老龄化压力下，各国
的养老金制度普遍遭遇财政危机。从90年代
前后起，各国陆续启动改革，以控制支出，减
少赤字。改革的方式大体相同，即综合运用
参数调整和结构性改革两种方式。

欧洲国家养老金改革大致分两个阶段

过去二三十年间，欧洲国家普遍对养老金
制度进行了改革，有两种方式，一是参数改革，
即调整公共养老金的技术参数——退休年龄、
缴费年限、缴费率等，实现增收减支目的；二是
结构性改革，即增建基金积累制的市场化支
柱，让企业和个人承担一定的养老责任。

参数改革措施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减
支措施，如将养老金待遇与工资脱钩，与物价
挂钩，间接放缓支出涨幅；修改养老金计发的
参照基数（如由参照职业生涯末期工资改为
参照整个职业生涯的平均工资），做大分母，
降低替代率。第二类是增收措施，如提高缴
费率，通过促进女性就业、青年就业、引入青
壮年移民劳动力、遏制提前退休等来扩大缴
费人口，改善抚养比（即领取退休金的老年人
口和缴费的经济活动人口之比）。第三类是
既增收又减支的措施，如延长退休年龄。经
过改革，西欧绝大多数国家的法定退休年龄
已延至65岁以上。

参数改革进行到一定阶段，公共养老金
的给付水平日渐不足时，各国陆续开启了结
构性改革并基本形成了三支柱的养老金体
系，但三支柱的发育程度以及各支柱在养老
金体系中的占比存在很大差异。

从20世纪80年代起，英国就开始对养老
金制度进行结构性改革，一方面压低公共养老
金的给付水平，另一方面鼓励发展职业年金，
并通过“自动加入”机制将职业年金由自愿转
为半强制，最终形成了由公共养老金、职业年
金和私人养老金组成的三支柱的养老金体系，
其中公共养老金是低水平的普惠制度，覆盖面
广泛但保障水平有限。

德国的公共养老金在参数改革后保障水
平骤降。2000年前后，德国通过李斯特改革

鼓励购买政府认可的商业性养老保险项目，
同时鼓励雇主建立企业年金，单支柱的养老
金制度逐步转向多支柱。

在法国，现收现付的养老金制度占据绝
对主导地位，虽然也立法引入了基金制的职
业年金和个人储蓄计划，但是基金制支柱发
育缓慢。意大利的情况和法国类似。

改革带来五个方面的负面结果

改革有效提高了养老金制度的财政可持
续性，但同时也带来了如下负面后果：

代际差异——改革将导致养老金待遇水
平下降。

首先，随着退休年龄的延长和养老金计
发标准的严苛，未来一代退休者整体上将工
作更长时间、缴费更多、收益更少。经合组织
的报告表明，在职业生涯完整的前提下，最近
进入劳动力市场、于未来退休的人（1996年生
人）和大约 15 年前退休的人（1940 年生）相
比，平均退休金替代率将下降近6个百分点 。

其次，改革导致未来的退休者将更多地
依赖市场支柱，但市场支柱不具备再分配功
能，能否从中得到充分保障，取决于两大因
素，首先是能否“进场”。下列因素势必导致
一部分人特别是低收入群体难以入场：一是
大多数国家的职业年金是自愿性质，只覆盖
部分人口；二是很多国家的职业年金有准入
门槛（收入要求），这使低收入者或者被挡在
外面，或者就算勉强拿到“入场券”，也只能得
到与收入水平相当的低水平年金；三是低收
入者往往缺乏购买养老产品或进行养老储蓄
的财力，而不仅仅是某些“市场派”所宣称的
投资未来的眼光；四是职业/企业年金都从待
遇确定型转成了缴费确定型，这意味着收益
的不稳定。另外，基金制支柱的增加意味着
投资风险的增大，尽管金融市场有自我修复
能力，但老年人的抗风险打击能力较差。经
合组织的研究表明，2008年的金融危机对老
年雇员的打击最大，因为和年轻雇员相比，他
们等待市场自我修复的时间有限，重建储蓄
的时间少，再就业难。

综上，和当前的退休者相比，未来退休者
的养老金收益将面临更多变数，贫困风险将
提升。事实证明，在多支柱的混合制度中，公
共养老金支柱占比低的国家退休者的贫困风
险更高；占比高的国家贫困风险更低。

正规就业对比非正规就业——改革导致
养老保障的“内部人”“外部人”分化。退休年
龄延长、缴费年限增加等改革使公共养老金的

待遇水平与个人收入和缴费年限高度关联，只
有能确保工作到退休的就业才能够提供较为
充足的养老金。而连续性和稳定性差的就业
势必导致退休金减少，这就造成了养老保障的

“内部人”和“外部人”分化。正规就业者因职
业生涯的连贯与稳定而能够获得相对充足的
保障，成为养老保障的“内部人”。临时工、合
同工等各类非全日制、非正规就业者则容易因
缴费年限不足、缴费中断、缴费基数过低等因
素而难以得到充分保障，甚至被抛出养老保障
网（在缴费时长达不到最低缴费要求的情况
下），成为养老保障的“外部人”。

此外，和正规就业者相比，非正规就业者
普遍没有职业年金，且由于收入低而缺乏投资
养老保险或储蓄的能力，因此不仅难以获得充
足的公共养老金，而且在基金制的支柱中往往
也处于不利境地。综上，非正规就业者未来将
面临更高的老年贫困风险。

女性对比男性——改革带来养老保障的
性别差异。改革导致了养老金待遇水平的性
别差。女性因生育养育负担以及普遍承担更
多家务劳动的缘故，和男性相比，其职业生涯
和建立在职业生涯基础上的缴费记录面临更
多的中断风险，特别是更容易进入工作弹性较
大的非正规就业部门，进而导致更高的养老金
待遇水平下降和老年贫困率上升风险。经合
组织的统计表明非全日制雇员的平均收入比
全日制雇员低一半左右。

低收入叠加缴费时间不足，女性和男性
的退休待遇差就此拉大。经合组织的报告显
示，2021 在全体经合组织成员国中，除智利
外，老年女性的平均贫困率（16.2%）均高于男
性（11.6%）。

法定退休对比提前退休——改革导致不
同年龄退休者的养老待遇差。改革拉大了老
年人的退休待遇差，增加了一部分退休者的贫
困风险。原因在于，延迟退休等改革后，在劳
动力市场的淘汰机制下，很多老年人特别是低
学历低技能的老年人难以工作到退休，或者即
使能够继续留在劳动力市场，往往也是辗转在
各类低薪、低技能的非正规就业岗位上（经合
组织的研究表明，在65~74岁的在职老人中只
有15%在正规就业岗位），很难从延退中获益，
只有少数受过良好教育的高收入群体才能延
长“高薪高质”的工作。结果导致公共养老金
从相对贫困的人流向了相对富裕的人。

低薪对比高薪——改革拉大不同工资水
平退休者的养老金差距。改革后公共养老金
更紧密的缴费—待遇关联，以及不具有任何
再分配性质的基金制支柱的上升，对低薪者

造成了严重负面冲击。原因在于，一方面，各
国的养老金几乎已悉数改为缴费确定型，在
相同的替代率下，低薪者的养老金水平更低；
另一方面，低薪者往往是非正规就业者、自雇
者等，难以被企业年金所覆盖，也缺乏足够的
收入“进场”第三支柱，因此无论在现收现付
还是基金制支柱的养老金制度下都处于更加
弱势的地位。

概言之，养老金改革后，女性、低学历低技
能的老年人、60以上老年人、非正规就业者、低
薪者、自雇者、被迫提前退出劳动力市场者等
群体，更容易成为改革引发的老年收入分配不
公的牺牲品。这些群体通常是重叠的，一名六
十岁以上的老人，往往同时是女性、低学历低
技能低薪的非正规就业者。一部分人很可能
终身陷在保障水平极不充分的小微就业中，再
难回到正轨就业岗位。未来的养老金水平，个
体差异将日益加大。

养老金改革是不断动态调整的过程

由以上分析可见，第一，养老金制度是个
系统工程，改革要综合考虑充足性、完整性
（覆盖率）和财政可持续性。

欧洲的改革实践表明，在提高养老金制度
财政可持续性的同时，不能忽略其再分配功能
的削弱对非正规就业者、自雇者、女性、失业者、
低学历低技能者、低薪者等弱势群体的冲击。

欧洲国家普遍采取了预防或补救措施，
一是将病产假、失业、伤残等导致的缴费中断
或非缴费时间适度折算成缴费。二是在改革
的同时建立并加强由财政供款的“零支柱”养
老救助制度，为改革后得不到充分保障甚至
掉出养老金保障网的弱势群体构筑最后一道
防线。三是建立有效的最低收入，以应对福
利与缴费记录关联的不断收紧对不充分不稳
定就业者造成的日益加剧的老年贫困风险。

第二，公共养老金占比高低和老年贫困
与收入不平等呈负相关，养老金越是从国家
责任向市场转移，养老金制度的再分配性质
就越低，减贫效果就越差、老年收入不平等现
象就越严重。公共养老金无论何时何地都是
预防老年贫困的最有效手段。

第三，养老金改革是一个随着经济社会
和人口环境变化而不断动态调整的过程，各
国需从本国国情出发，探索建立符合国情的
养老金制度，使之既能为尽可能广泛的人口
提供尽量充足的老年收入保障，也不超越特
定历史阶段的经济财政能力。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