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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我们中国社会保险学会做了关于中国养老金第三支柱的研究

课题，其中一些建议被决策层吸纳。这几年我对这方面政策创新谈过一些

想法。今天的与会者主要来自市场机构，重点讨论政策落地、制度运行问

题，我就此谈三点具体看法。 

一、关于信息平台 

我国养老保险分为三个层次，都有复杂专业的操作，而核心平台各自

不同：基本层由政府主导，数据和操作集中于各级社保机构；随着实施全

国统筹，决策重心越来越上移，基层操作愈趋标准化。职业性年金市场化

运行的核心是受托人，它掌握着数据库和各方信息资源，负长期总体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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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账管、投管、托管人都围绕、依托其运转。个人养老金，信息平台由人

社部组织建设，而真正的运行枢纽也许是开户银行，它是参保个人、各类

市场机构、政府监管方信息的交汇点。 

我想强调的认知是：个人养老金虽称“个人”，但绝不是个人的任意

行为，也不是市场机构完全“自由发挥”的领域，而是国家统一品牌，不

同于各机构自行开发的品牌。政府要从公众整体和长远利益出发，统筹设

计安排适合国情的三个支柱比例关系及推进节奏，要制定规则、严格监管，

保障各方利益；政府内部也要协调人社部、财政部、税务总局、银保监会、

证监会等监管部门的职责；另一方面，各主管部门都要进一步解放思想，

创新机制，促进这方面信息更充分地共享，从而动员各方面形成共识，增

强合力；要通过试点，研究第三支柱于第一、第二支柱的运行模式，还要

思考如何把三种不同运行枢纽串联起来，形成摩擦系数较低的有机整体，

激发市场活力，提升个人积极性。这样才能扭转“一支独大”格局，推进

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加快构建。 

二、关于个人账户建设 

我国养老保险三个层次都有个人账户，其共同点是个人独享权利（包

括可继承），而供款结构和运行规则却迥然不同。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

其中职保是“独投（职工单方供款）空账”，居保是“共投（居民供款有

政府补助和集体资助）实账”；职业性年金是“共投（单位和职工双方供

款）实账”；个人养老金是“独投（参与者个人供款）实账”。许多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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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既是第二支柱的个人账户管理人，也是个人养老金未来的个人账户管

理人，所以可从两个层面提出议题： 

第一，各类个人账户能否合并同类项？逐一分析：首先，空账与实账

无法合并运作，所以基本职保个人账户与其他个人账户必须分立。其次，

基本居保的个人账户与个人养老金的共性最强，不排除将来合一的可能；

但现行政策并未将非就业居民纳入个人养老金试点范围，这是值得开拓的

领域。再次，职业性年金与居保的个人账户，覆盖对象、供款来源都不同，

难以合并。最后，职业性年金与个人养老金的个人账户能否合并，可以研

究，前提是统一公平计税或免税。 

第二，谁来做账户管理人？基本养老金的账管人是社保经办机构；企

业年金有专门的账管人；职业年金由省级社保机构代理；个人养老金，可

能由开户银行记录和维护个账比较高效率、低成本，但是否还有其他管理

方式，值得探索。 

三、关于产品设计与服务 

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出台，是今年在养老金改革领域最令业界振奋的事

件。现在政策框架已定，下一步要看各市场机构各显其能了。“7 号文”

规定参加人可自主选择购买符合规定的银行理财、储蓄存款、商业养老保

险、公募基金等金融产品，比“22号文”的单一产品类型大大拓宽，同时

确定了投资产品的四原则：运作安全、成熟稳定、标的规范、侧重长期保

值。在产品和服务方面，各市场机构已多有思考和行动，我觉得最需强化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434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