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寿养老张林广：如何推动

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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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正在经历全球规模最大、速度最快、持续时间最长的老龄化进程，

党中央、国务院及监管部门就我国养老保障第三支柱的建设发展进行了密

集部署、深入研究并陆续出台相关政策，个人养老金市场的发展正在紧锣

密鼓地推进中。我将结合中国人寿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在养老金融领域

的探索和实践，与各位分享关于我国第三支柱高质量发展的三方面内容。 

第一，立足需求，系统谋划第三支柱发展建设。当前，我国第一支柱

的基本养老保险虽已覆盖全国人口的近 80%，但保障水平有限，替代率呈

下降趋势。第二支柱的企业年金仅覆盖全国人口的 5%，且增速逐步趋缓。

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新时代要求，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剧趋势，积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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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性的养老基金，构建一套高效、稳定、可持续的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

制度便成为最佳的解决方案。 

在构建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制度时，需要体现以下三点特色：一是体

现普惠性。我国实施的是个人收入调节的所得税机制，个人所得税覆盖面

相对较低，为保障非纳税人群的参保扩面，可参考德国李斯特养老金财政

补贴的激励政策，提升低收入人群的参与积极性。二是体现有效性。第三

支柱个人养老金账户类型为长期投资资金，能否实现养老资金的长期保值

增值，让居民感受到个人养老金账户实实在在的收益，提升获得感，是提

升退休后生活品质的现实保障，也是居民有意愿、有信心、能坚持参与第

三支柱的重要前提。三是体现便捷性。第三支柱养老金产品应给客户带来

便捷、友好、专业的服务体验，为居民提供从决策参与、建立账户到实现

缴费、购买产品的全流程服务，不再让流程复杂、内容艰深、选择困难成

为居民参与第三支柱的障碍。 

第二，创新探索，积极开发第三支柱养老金融产品。当前我国养老金

融仍然处于发展初级阶段，普通居民养老意识不强、风险意识薄弱、投教

程度不足，发展第三支柱不能曲高和寡。结合养老保险行业长期稳健经营、

细分多元服务的业务特点，构建突出普惠养老、生命周期管理、支持长期

领取、兼顾便捷灵活的养老金融产品体系。一是在制度设计上，账户与产

品相结合。通过长期养老账户与多样化金融产品相结合的模式，帮助不同

风险偏好、收入水平、年龄阶段的客户实现“风险保障+投资增值+退休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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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三重养老需求，通过账户提供适于不同人群的积累方案，降低购买门

槛，激发中低收入人群的参与积极性。二是在资金期限上，长期与中短期

相配合。资金使用目的不同，居民的流动性诉求也不尽相同，鼓励居民逐

步将中短期资金转换为长期资金，渐进式延长资金锁定期限，同时兼顾医

疗、购房、意外等突发流动性支出诉求，打消居民对资金长期锁定的顾虑，

最终实现覆盖至退休且不失灵活性的养老金储备。三是在投资属性上，安

全性与收益性相融合。居民的风险偏好千差万别、金融素养参差不齐、养

老目标更是各有侧重，我们既要满足居民偏好，也要适度将投资风险在管

理机构与居民之间合理分摊，打造兼具本金安全、生命周期动态调整与追

逐长期增值的不同风格投资策略，提供差异化、综合化的养老金管理方案。 

第三，多措并举，大力推动第三支柱市场快速发展。一是在市场培育

上，投教与服务相辅相成。针对目前居民对养老金融的理解和认识普遍有

所欠缺的现状，不断提升居民养老意识，持续加强投资者教育。通过各类

媒体投放第三支柱养老规划宣传内容，加深居民对养老金融的理解，逐步

提升参与度；持续丰富以平台为主要载体、以居民为中心的全生命周期投

资者养老规划服务，包括为居民提供退休收入支出测算、养老需求分析、

养老金积累方案设计、资产配置建议等服务，重视投顾建设，打破公司与

客户之间信息隔离，精准触达和满足居民需求。二是在销售模式上，线上

与线下相结合。金融机构一方面应利用已发展较为成熟的现有线下销售渠

道，充分发挥网点服务在长期金融业务中的竞争优势；另一方面，应强化

科技赋能，建立与互联网平台等代理销售渠道的合作，支持第三支柱养老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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