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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支柱养老金体系
更可持续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游钧在 2
月 26 日的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国际经验
表明，多层次的养老金体系更加风险可控、
更具可持续性。

“十四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发展多
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 3 月 5 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推
进养老保险全国统筹，规范发展第三支柱
养老保险。何谓“第三支柱”？

中国养老金融 50 人论坛秘书长董克
用介绍，国际上普遍选择国家、单位、个人
养老责任共担的三支柱养老金体系。在我
国，第一支柱为基本养老保险，第二支柱即
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第三支柱包括个人
储蓄性养老保险和商业养老保险。

董克用表示，在三支柱养老金体系中，
第一支柱的目标是确保国民基本养老收
入、防止老年贫困，政府负有最终财政兜底

责任；第二支柱的目标是增加员工养老收
入、吸引和留住优秀员工；而第三支柱的目
标则是加强自我保障能力、变储蓄养老为
投资养老。

公开数据显示，2019 年末，我国基本养
老保险基金累计结存 62873 亿元，企业年
金基金累计结存 17985 亿元，作为第三支
柱试点的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参
保人数 4.7万人、保费收入 2.45亿元。

游钧说，我国养老保险体系中，第一支
柱基本健全，已覆盖近十亿人；第二支柱初
步建立并逐步完善，已覆盖 5800 多万人；
第三支柱还没有出台，在整个养老保险体
系中仍是短板。

二三支柱短板
有待“加长”

发展第二、第三支柱养老金，显然可以
减轻第一支柱的负担。

“现收现付的含义通俗地说，就是用这
一代人交的钱养活上一代人。”中国社会科
学院教授郑秉文说，在绝大多数发达国家，
第一支柱养老金采用现收现付制，基金积
累不多，法律规定的支付月数往往只有几
个月，因此，凡是养老资产储备雄厚的国
家，其第二、第三支柱都十分发达，例如，美
国的第二、第三支柱养老金储备规模是第
一支柱的近 10倍。

他表示，构建多层次养老金体系是制
度模式的选择，夯实养老财富储备是制度
目标的结果。根据这个要求，长期看，中国
三支柱养老保险制度体系的改革取向，应
是以基金积累为基础的“资产型”养老金制
度模式，而非以现收现付为基础的“负债
型”养老金制度模式。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养老
服务需求增长以及灵活就业比重提高，第
三支柱养老保险的重要性更加凸显。

中国人保集团董事长罗熹在 3 月 2 日
的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第三支柱养老保
险具有以下特点：一是给高收入阶层个人
养老提供一个渠道和方式；二是给新兴业
态从业人员、多种方式从业人员提供一种
养老保障；三是通过长期的养老保障资金
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

专家认为，我国养老金体系发展不平
衡、不充分，第一支柱“一支独大”，急需强
化第二、第三支柱。郑秉文建议，尽快扩大
企业年金的参与率，引入“自动加入”机制，
同时尽快出台第三支柱的顶层设计。

以“账户制”
开辟第三支柱通路

我国的“第三支柱”如何设计？游钧表
示，第三支柱养老保险制度模式设计目前
已形成初步思路，总的考虑是，建立以账户

制为基础、个人自愿参加、国家财政从税收
上给予支持、资金形成市场化投资运营的
个人养老金制度。

郑秉文认为，应让税收优惠政策落实
在账户持有人身上而非产品上，让账户持
有人能够用一个账户“通吃”所有合格金融
产 品 ，以 提 高 第 三 支 柱 的 便 利 性 和 可 及
性。他建议尽快推出一个完整的、容纳所
有金融产品的第三支柱制度设计方案。

事实上，个人养老金制度已有不少探
索。记者采访了解到，十多年前已在社会
上萌芽、近两年正在中国社会保险学会指
导下试点的个人消费养老金规范管理计
划，就是企业和消费者自愿参加、以消费返
还为资金来源、运用保险机制实行积累的
养老保障模式。

“消费养老是符合我国基本国情的个
人养老保障制度创新。”天津金融资产登记
结算有限公司董事长丁化美认为，个人消
费养老金的积累方式理论上可以缓解基本
养老保险对财政可持续的挑战，基于账户
制的顶层设计可以提升养老金账户的便携
性、安全性和覆盖率。

“一方面是靠主动交，另一方面消费的
时候往里存。”董克用认为，第三支柱消费
养老金是一项利国利民的举措，其中个人
养老金账户制度的建立，对实现个人养老
金账户的积累具有促进作用。当下，如何
吸引企业参与、资金如何保值增值等问题，
仍需继续探索。 据新华社

“养老钱”怎么筹？
专家支招强化“第三支柱”

夯实财富储备是应对人
口老龄化的重要基础。“养老
钱”怎么筹，关系到每个人的
晚年幸福。

第三支柱养老保险近来
成为热议话题。什么是三支
柱养老保险制度体系？我国
为何要发展多层次、多支柱
养老保险体系？第三支柱养
老保险制度模式如何设计？
来听听专家观点。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