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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95 后 ”小朱来说 ，“提取不够灵活 ”

“资金放置时间太长”是她开立个人养老金账

户，却迟迟未缴存的最大原因。 “就我目前的

收入，购买养老金产品税收优惠不大，存入一

笔钱后要好几十年后才能领取 ， 吸引力不

大”。

小朱的迟疑道出了多数不愿意开户或者

开了户却没有缴存的用户的真实想法。

公开数据显示，截至今年 6 月底，开设个

人养老金账户数约 4000 万， 实际缴费者仅约

1000 万，只占开户数约四分之一，人均缴存额

约 2000 元，与年度缴费上限相差甚远。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董事长白涛直

言，产品吸引力不够强、个人直接操作养老金

账户较为复杂、政策激励有待提高等问题需要

重视。

中国太平洋保险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总裁傅帆说 ， 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

略 ，就要发展多层次 、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 。

目 前 ， 中 国 养 老 金 规 模 占 GDP 比 例 约 为

10%，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 ，还有很大提

升空间。

他建议， 应进一步丰富个人养老金产品，

特别是积极扩展重疾、护理、失能等保障类产

品。 同时，加强对“产护对接”的鼓励和支持力

度，为对接医疗、养老、护理等服务资源的养老

金融产品再增加一些税收方面的优惠政策，并

允许同业或者跨业资源共享。

“为了支持个人养老金成为多数人的制

度，未来有必要适时调整和优化相关政策。 ”对

此，朱俊生提出了三条建议：

首先，拓宽参加范围。 可适时取消参加范

围限制，为新经济、新就业形态中大量灵活就

业人员参加个人养老金制度创造条件，从而使

其成为养老金体系中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的

制度安排。

其次，优化税收政策。 一是领取时对投资

收益部分做免税扣除；二是适时提高享受税惠

的缴费额度；三是拓展税收优惠方式，比如参考

国际经验，考虑直接财政补贴等方式。

最后，建立养老金体系三支柱之间的对接

机制。 在政策设计上，可以将基本养老保险个

人账户、企业年金、职业年金与个人养老金打

通，实现税收优惠政策、投资管理、缴费、账户记

录和基金转移接续方面的衔接。

“保险业要发挥产品、分散长寿风险、与养

老服务有机结合等方面的独特优势，提升长期

养老资金的投资收益率，成为第三支柱发展的

核心力量。 ”朱俊生补充道。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小江、龙耿、老潘、小

朱均为化名。 ）

◎ 记者 罗葛妹

“亏损超 10%，与预期严重不符。 ”个人养老

金制度去年在上海等 36 个城市（地区）落地后，

白领小江便在工商银行完成开户，并购买了两只

个人养老金基金产品，成为首批用户，一年可节

税 1200 元。

但她没想到，一年下来，节税的金额已经亏

损完了。 又到了集中购买的时间，她犹豫着要不

要继续购买个人养老金产品，或者是把基金换成

保险、储蓄类收益等更稳健的产品。

与小江的犹豫不同，龙耿购买的产品亏损了

5%，但他仍然坚定选择继续购买个人养老基金产

品。 “养老产品本来就要看中长期收益，现在是加

仓的好时候”。

金融从业者老潘观望了一年后，今年决定入

手一款个人养老保险产品，保底收益 2.5%，缴费

十年，退休后可一次性领取或分期领取。 “我就主

打一个稳字，保险刚好契合”。

作为增加养老储备的重要制度安排 ，个人

养老金制度落地已有一年，吸引了超 5000 万人

开立账户 ， 个人养老金产品扩容至 700 余只 。

但仍存在开户数量明显大于有缴存资金的账

户数量 ，缴存资金缴存后并未进行任何投资等

现象。 如何破解这种“怪象”是当下亟待解决的

问题。

2022 年 11 月 25 日，人社部、财政部、税务总

局确定了个人养老金 36 个先行城市 （地区）名

单，标志着我国个人养老金业务正式进入实施阶

段。

目前，可以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的银行有 23
家，账户开立渠道线上线下均可。 根据不同基数

的工资测算，如果每年投资 1.2 万元的上限额度，

个人养老金参加人每年可以节税 360 元到 5400
元不等。

记者从业内获取到的最新数据显示， 在银

行、理财子公司、基金、保险等金融机构的大力推

广下，开立资金账户数快速增长，截至目前已超

过 5000 万户。

与此同时 ，个人养老金 “货架 ”也在持续上

新。 记者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查询

到，截至今年 11 月底，个人养老金产品目录已增

至 745 只。 其中，储蓄类产品 465 只，基金类产品

162只，保险类产品 99 只，理财类产品 19 只。

此前，人社部相关负责人透露，将结合先行

城市或地区情况，进一步完善个人养老金配套政

策，吸引更多人参与并实施推广至全国。 此消息

点燃了市场对个人养老金政策的期待，多家银行

渠道开始积极备战个人养老金非试点地区预开

户，以期抢占政策落地先机。

广东、 湖南等非试点城市银行内部员工向

《国际金融报》记者透露，当地各大银行都推出了

预约有礼活动，积极宣传预约开通个人养老金账

户功能等。 各大基金公司也摩拳擦掌积极布局，

从产品和投教两方面着手，为试点城市名单扩容

做足准备。

面对数百款琳琅满目的个人养老金产品，小

江优先考虑的是基金类产品，因为基金相较于保

险和储蓄，收益更高。 “除了能节税，我也希望购

买基金来博个较好的收益”。

然而，实际的收益率却给以小江为代表的养

老目标基金投资者带来了失望。 “我买的两只基

金，目前亏损都在 10%左右，快赶上节税的钱了，

这和我先前的预期严重不符”。

事实上，养老基金亏损已经是普遍现象。 东

方财富 Choice 数据显示， 截至 2023 年 11 月 27
日，包括今年新成立的产品在内，实现正收益的

个人养老金基金仅十余只，其中收益率最高的是

平安稳健养老一年持有（FOF）Y，成立以来的总回

报为 2.73%， 还有两只华夏基金的产品回报超过

2%。

亏损的个人养老基金产品则多达 150 余只。

其中亏损超过 10%的产品有 8 只，亏损幅度最大

的是中欧预见养老 2050 五年持有（FOF）Y，成立

以来收益率为-13.37%， 亏损幅度在 5%-10%之

间的产品有 54 只。

和小江不同，龙耿对目前基金产品的亏损持

包容态度。 他认为，“目前亏损 5%只是暂时的，收

益得拉长至中长期来看。 ”因此，今年他还会继续

购买养老基金产品，只是在选择产品上多做些研

究。

排排网财富管理合伙人姚旭升向《国际金融

报》记者表示，养老金基金本质上是一种 FOF（基

金中的基金）， 将募集的资金分散配置到不同的

股票基金和债券基金中进行组合投资 。 今年以

来，权益类资产行情整体表现低迷，拖累了个人

养老金基金产品的业绩表现。

“面对暂时的亏损，投资者无需过度担忧。 ”

姚旭升认为， 个人养老金基金属于长期投资，短

期的市场波动造成的浮亏并不会影响未来的长

期业绩。 同时，养老金基金出现亏损的时候，往往

也是市场处于相对底部区域的时期，反而是不错

的投资机会。 “养老金基金的风控标准会进一步

提高， 降低净值波动， 以实现更稳健的投资体

验”。

“养老金基金为投资者提供了更加多元化

的投资范围。 ”姚旭升建议，投资者在选择养老

投资品种时 ， 要提前主动分析自己的收入水

平、风险偏好、资金状况和投资目标。 对于愿意

承担一定的风险与波动并希望通过长期持有

获取稳健回报的投资者 ， 基金类产品更加适

合。

年过 40 的老潘， 在经过一年时间的观望

后，入手了一款养老保险产品。

“保险安全、稳定，虽然收益率不高，但能

持续增长，靠谱！ ”老潘向记者介绍，他购买的

个人养老金保险产品是一款带万能账户的年

金型产品，保底收益 2.5%，每年缴费 1.2 万元，

累计缴满十年，退休后即可一次性领取或分期

领取至终身。 “保费不多，但养老保险产品的预

定利率为复利，经过二三十年时间沉淀，也是

一笔不小的金额”。

老潘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很多 80 后 、

有家庭的用户选择。

据了解， 近 100 款个人养老金保险产品

中，有专属商业养老保险、个人税收递延型养

老保险，年金险、两全险、万能险等产品也陆续

进入名单。

个人养老金保险产品的收益率也较为可观。

从首批参与个人养老金的 8款专属商业养老保险

产品来看，2022 年的结算利率表现都不错， 均超

过 4%，进取型账户均超 5%。 此外，稳健型账户的

保证利率大多都超 2%，最高达 3%。有保底收益也

是保险在四类个人养老金产品中的优势所在。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保险研

究室原副主任、教授朱俊生特别指出，在参与

养老金融的机构中，只有保险机构能够开发和

销售生命年金产品。 因此，保险业应充分发挥

在生命表、精算方面的优势，以及过去在提供

年金化领取服务方面积累的经验，在养老金领

取环节积极发挥作用。

另外，专属商业养老保险近期还迎来利好

消息。 10 月 25 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印发

《关于促进专属商业养老保险发展有关事项的

通知》明确相关业务要求，进一步扩大经营专属

商业养老保险业务的机构范围。

兴业证券认为， 预计有 30 家左右险企满足

条件可参与经营此类业务。 “随着专属商业养老

保险产品和销售渠道扩容，预计将有更多产品纳

入个人养老金名录，在推动个人养老金体系发展

的同时，刺激险企银保渠道储蓄型业务增长。 ”

专属养老保险试点自 2022 年 3 月启动以

来， 业务进展总体平稳， 社会反映良好。 截至

2023 年 9 月末，专属商业养老保险承保保单合

计 63.7 万件，累计保费 81.6 亿元。 其中，新产

业、新业态从业人员和灵活就业人员投保保单

件数约 7.9 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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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上海监管局
关于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下列机构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上海监管局批准，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以上信息可在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网站上（www.cbirc.gov.cn）查询

机构名称：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川沙支行
机构编码：B0007S231000068
许可证流水号：00855584
批准日期：2014 年 06 月 25 日
机构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

妙境路 607、609、611 号（一层及二层）
邮政编码：201299
电 话：63795340

业务范围：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并由你

总、分行授权的各项业务。

发证机关：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上海监管局

发证日期：2023 年 11 月 22 日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上海监管局
关于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下列机构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上海监管局批准，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并获准开业，现予以公告。

以上信息可在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网站上（www.cbirc.gov.cn）查询

机构名称：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前滩支行
机构编码：B0006S231000057
许可证流水号：00855582
批准日期：2023 年 11 月 08 日
机构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

东育路 195 号 1 层 101 室、2 层 201 室
邮政编码：200126
电 话：61207885

业务范围：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批准，并由

你总、分行授权的金融服务业务。

发证机关：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上海监管局

发证日期：2023 年 11 月 2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