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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型客货车准驾年龄上限拟延长
专家：有助于保障劳动者就业权

日前，《公安部关于修改〈机动车驾
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的决定（征求意
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发布。其
中提到，将大中型客货车驾驶证的申请
年龄上限由 60 周岁延长至 63 周岁。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教授姜颖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在 2025 年起我国
将实施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的背景下，
该项调整是与新退休政策的适配，有助
于保障客货车司机的就业权利。

多种车型驾驶证
申请年龄限制放宽

相比于目前施行的《机动车驾驶证
申领和使用规定》， 此次征求意见稿延
长了多种车型驾驶证的申请年龄上限。
如征求意见稿规定，申请普通三轮摩托
车、普通二轮摩托车准驾车型的，年龄
应在 18 周岁以上，70 周岁以下； 而目
前的规定是，申请上述车型驾驶证的年
龄上限是 60 周岁。

此外，征求意见稿将驾驶人申请低
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轮式专用机械
车准驾车型的年龄上限， 从 60 周岁延
长到 63 周岁。 尤其是对大中型客货车
驾驶证的申请年龄上限由 60 周岁延长
到 63 周岁，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据介绍，征求意见稿拟修改 5 条内
容，主要包括：调整大中型客货车驾驶
证的申请年龄规定；调整大中型客货车
准驾车型年龄上限规定，将大中型客货
车准驾车型的年龄上限由 60 周岁延长
至 63 周岁； 明确大中型客货车驾驶人
因弹性延迟退休申请延长驾车时间规

定；调整轮式专用机械车、无轨电车、有
轨电车驾驶证注销年龄规定；完善校车
驾驶资格的申请年龄和注销年龄规定。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征求意见稿内
容， 超过 63 周岁的驾驶人也有继续合
规驾驶大中型客货车的可能性。征求意
见稿在现有《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
规定》 第六十五条的基础上增加规定：
年龄在 63 周岁以上， 申请继续驾驶大
型客车、重型牵引挂车、城市公交车、中
型客车、大型货车、轮式专用机械车、无
轨电车和有轨电车，通过记忆力、判断
力、反应力等能力测试的，可以在年满
63 周岁前一年内向机动车驾驶证核发
地或者核发地以外的车辆管理所申请

延长原准驾车型驾驶资格期限，延长期
限最长不超过 3 年。

年龄放宽与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相适配

据介绍，2004 年，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
全法》及其实施条例，公安部发布《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
用规定》，细化驾驶证申领使用制度，此后分别于 2006 年、
2010 年、2012 年、2016 年和 2021 年进行了 5 次修订。 《机
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实施以来，在规范机动车驾
驶人业务办理、推进简政放权优化服务、预防和减少道路
交通事故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而此次修订《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是为了
贯彻落实将要实施的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

2024 年 9 月 13 日，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
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决
定》，批准《国务院关于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办法》，
从 2025 年 1 月 1 日起，男职工和原法定退休年龄为 55 周

岁的女职工，法定退休年龄每 4 个月延迟 1 个月，分别逐
步延迟至 63 周岁和 58 周岁。 职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所
在单位与职工协商一致，可以弹性延迟退休，延迟时间最
长不超过 3 年。

为贯彻落实上述规定， 满足大中型客货车驾驶人的驾
驶出行需求，更好服务于客货运市场发展，更好地适应经济
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的实际需求，需要对《机动车驾驶证申
领和使用规定》（公安部令第 162号）进行修改完善。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教授姜颖表示，大中型客货车是以
营运为用途的车辆，在我国明年将实施渐进式延迟退休政
策的背景下，对这些营运用途车辆的准驾年龄限制适当放
宽，有利于保障客货车司机的就业权利，也是与新退休政
策的适配。

扩大就业机会、提高就业质量更为重要

在征求意见稿的诸多内容中，“大中型客货车准驾年
龄上限延长至 63 周岁”引起社会热议。 网上有两种声音：
一部分人认为，延长准驾年龄是好事，原因是目前大中型
客货车司机多是中老年人，工作经验丰富，不宜过早退休；
另一部分人认为，延长准驾年龄上限会冲击年轻人的就业
机会。

姜颖表示，这是否会影响年轻人的就业机会，或者会
造成多大影响，需要进一步科学评估。 她认为，判断一个行
业的延迟退休是否对年轻人就业产生影响，有 3 个需要考
量的因素：年轻人就业人数和自愿延迟退休人数之间的比
较；年轻人感兴趣的领域或岗位和老年人感兴趣的领域或
岗位有多少重合度；在同一岗位上，年轻人的能力或贡献
和老年人的能力或贡献有多大差别、有多少替代性、有多
大互补性。

廖先生是我国西南地区某省会的城市道路货物运输

行业协会会长。 他告诉记者，目前他所在的城市有 10 多万
辆大中型货车，货车司机年龄普遍在 50 岁以上，他们都上

有老下有小，靠开车赚钱来养家糊口，对他们来说，延长驾
龄是件好事。

2024 年 8 月，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2023 年货
车司机从业状况调查报告》。 其中指出，货车司机就业年龄
集中分布在 36 岁~55 岁，从业人数占比达 78.68%；从业 11
年及以上的占 59.44%，司机群体中“老司机”占比较高；长
期来看，货车司机就业具有较强稳定性。 需要注意的是，从
业 5 年以内的货车司机占比 18.91% ，2 年以内的仅占
5.65%，较上年调查有所下滑，显示出行业对于年轻从业者
吸引力仍显不足。

“目前货源有时不够多，所以货车司机之间存在竞争。
如果活儿再多些的话， 不论对年轻司机还是对中老年司
机，都是好事。 ”廖先生说。姜颖也认为，在老龄化社会趋势
下，延迟退休是必要的政策，但这并不意味着谁一定抢了
谁的就业机会。 对一个社会来说，扩大就业机会、提高就业
环境质量，才更为重要。

（据《新京报》）

老年人常同时患有多种慢性疾病，以高血压、糖尿病、冠
心病等最为常见。 由于患有多种疾病，老年人往往需要联合
使用多种药物，因此老年人的疾病治疗和药物使用更需小心
谨慎。 以下是老年人常见的用药误区：

误区一：不遵医嘱，擅自增减药物。 有些老年人一旦发
现患病，治疗时操之过急，随意加大药物剂量。 血压降得太
快或血糖降得过低，可能会引起脑供血不足、头晕乏力，甚
至低血糖昏迷。 而一旦病情稳定， 他们又开始自行减少药
量，导致血压和血糖波动，病情可能加重。

误区二：盲目跟风，听信宣传。 有些老年患者不加鉴别
地相信广告宣传或所谓的民间养生秘诀，不咨询医生就购
买各种补药或保健品来吃。 部分药品价格昂贵，疗效却有
限，不仅浪费金钱，多种药物同时服用还可能产生相互作
用，导致延误病情或药物中毒，得不偿失。

误区三：认为“是药三分毒”，因此不吃或者少吃药。 正
规药物均经过严格的临床试验，只要在医生和药师的正确
指导下服药， 大多数药物不良反应都是轻微且可控的，身
体一般都能够耐受。

误区四：没有症状就不用吃药。 一些老年患者尽管血
糖、血压明显升高，但没有明显的不适症状，以为自我感觉
良好就可以不服药。 直到出现卒中等脑血管意外时，才有
感觉，但为时已晚。

误区五：服药随意性大，不定时服药。 若要使药物达到
最佳的治疗效果，应在规定时间内给予恒定剂量，即强调
服药的时间性。 例如，降压药一般应在晨间服用，对胃有刺
激性的药物应在饭后或饭中服用， 降血脂药宜在睡前服
用。 然而，有些老年人不遵守这些用药规律，影响了治疗效
果。

误区六：认为药物有依赖性，需要定期更换。 合适的药
物治疗效果理想，不良反应少，对重要器官有保护作用。 在
选用某些药物后， 如果效果理想且没有发生不良反应，不
建议随意换药。

总之，合理安全用药对老年人疾病的控制和康复至关
重要。 希望老年人能够增强安全用药的意识，掌握合理用
药原则，避免用药误区。

（据“中华护理杂志社”微信公众号）

老年人用药 要远离这些误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