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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光大理财总经理 潘东 

 

近日，由中国财富管理 50 人论坛（CWM50）举办的“2022 夏季峰

会——金融助力稳增长与财富管理高质量发展”在京成功召开。峰会以今

年以来国内外超预期因素变化与困难挑战为背景，为当前形势下增强我国

金融支持稳增长效能、助力经济复苏、进一步推动金融与财富管理行业高

质量发展建言献策。光大理财总经理潘东出席会议并在第三场高峰论坛

“应对老龄化：三支柱发展与资管业机遇”上发言。 

潘东认为，在老龄化快速到来的背景下，随着我国个人养老金明确采

用账户制，首次将银行纳入中国养老体系，养老产品和服务通过商业银行

的产品体系、渠道、服务、科技进入到千家万户，养老福利将迅速触达中



 

 - 3 - 

国最广大的需求群体。潘东建议，养老行业资管机构应丰富产品供给，提

升投研能力，推进投资者教育，激发客户养老规划和投资需求，抓住养老

产品牌照开放的机遇期，为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服务体系，打造养老生

态解决方案。 

我想和大家分享我对养老金第三支柱发展与资管业机遇的四点思考。 

思考一：快速老龄化的社会已经到来，我们是否做好了准备？ 

首先，这是我们陌生的、不熟悉的社会形态。我们过去常常讲的三阶

段人生：第一个 25 年，我们出生、成长、接受教育；第二个 25 年，成家

立业、工作赚钱；第三个 25 年，退休、颐养天年，最后平静地离开这个世

界。我国现阶段的社会经济体系、养老金制度安排和退休制度的安排几乎

都是围绕这个三阶段人生展开。但到今天，100 岁以上的老人已经越来越

多，我们每个人都在想，未来的多阶段人生到底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展开？

这其实是没有标准答案的。 

我们观察到一个很现实的问题，现在的年轻人结婚都很晚，不愿意早

点生小孩。按照百岁人生、多阶段人生的逻辑，当人的寿命都延长到 100

岁了，那么我们结婚生小孩、交男/女朋友的年龄，是否也要相应地延迟？

也许这是人类社会结构的变化和生物学机理的一些变化。所以，我认为，

对于这样的新的社会形态，我们非常地不熟悉，甚至是陌生。可能全社会

都要去思考，人类新的百岁人生应当如何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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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中国，受独生子女政策影响，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程度比全球

的老龄化程度更为严重。前段时间，有很多研究在讨论如何鼓励大家多生

孩子，如何鼓励大家早结婚，由此可见，老龄化的问题对中国的挑战和严

重性是重于全球平均水平的。如今全球的养老金制度，基本为三支柱制度：

第一支柱为国家，第二支柱为企业年金或职业年金，第三支柱为个人养老

金计划。该制度建立于几十年前，建立于人生三阶段的模型上。随着人类

寿命的延长，三阶段人生向多阶段人生演进，这其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那如今的养老金制度体系是否要做进一步的思考呢？这些都是非常有挑战

性的话题。 

最后，总结我国的养老金三支柱特点：第一支柱做得非常好，在全球

都处于领先地位，覆盖人群非常广，但第一支柱的社会责任巨大，如果全

国人民的养老都依靠于由国家主力负担的第一支柱，那么恐怕独木难支，

未来的养老压力只会越来越大，当前，第一支柱已经出现缺口，需要财政

每年给予相应的补贴。第二支柱的职业年金和企业年金在近年取得了长足

的进步，但是它存在的最大的问题是覆盖的人群不足，覆盖人群数不到第

一支柱的 6%，在当前共同富裕的大背景下，扩大第二支柱的覆盖基数是一

个非常值得去思考的问题。第三支柱，即平时大家说的个人养老金计划，

也就是自己给自己养老，是劳动者根据自己在工作期间的积累，为自身退

休之后 30 年或 40 年提供养老的模式。我认为这一计划在中国处于刚起步

的阶段，如果与第一支柱数万亿级的体量去对比，当前第三支柱个人养老

计划的金额甚至可以忽略不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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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这个问题思考后的答案是，当下，面对快速老龄化社会的到来，

大家都在忙乱地应对中，虽然做了很多有效的工作，但是体系化、根源性

的问题还需继续进行思考与探索。 

思考二：中国养老金第三支柱从 2017 年便开始试点，为何到今天才

说养老金第三支柱迎来了时代机遇？以及资管机构应如何拥抱这个时代机

遇？ 

2017 年，国务院下发文件，随后保险公司的养老金产品和基金公司的

目标日期基金开始推行，迄今已五年。最大的变化始自今年 4 月 21 日，国

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推动个人养老金业务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在《意见》出台之后，银保监会和证监会相继颁发了相关征求意

见稿。随后，大家就看到了密集的养老理财、养老储蓄，包括国民养老保

险公司开业发布的第一只产品在内的多种养老产品，我们实实在在地感受

到，今年真的是养老金第三支柱爆发的元年。 

之所以说2022年是养老金第三支柱爆发元年，主要有以下两点原因： 

第一，账户制。《意见》首次明确，通过在银行开立唯一的个人养老金

的银行账户，将银行纳入了中国的养老体系。这一举措带来了一个非常重

要的效果就是实现了需求侧的一个入口，极大地解决了养老金第三支柱触

达、服务客户的痛点，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自 2017 年以来，包括养老保

险产品、公募基金的目标日期型基金在内的多种基金，让大家明显地感觉

到了资管机构端的服务开始产生，但是如何将这些产品和服务有效地触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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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客群，这一链条是不完整的，所以养老体系的发展相对受限。现在，

养老服务可以通过商业银行，这一中国金融体系中最大主体的产品体系、

渠道、服务、科技进入到千家万户，触达到中国最广大的需求群体，这是

具有非常重大意义的突破。 

在一个入口之后对应的是一个财富管理平台，财富管理平台后链接了

N 个管理人和 X 个产品，也就是说，一个账户入口和一个财富管理平台，

有效地解决了过去三支柱发展中的需求侧通路不畅的问题。 

第二，引入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这是在养老金投资管理的市场化上

迈出的非常有意义的一步。这与美国 IRA 账户管理人的逻辑一致，美国的

账户管理人可以覆盖到公募基金、信托机构等多类型，允许客户通过自己

的账户自主选择投资的养老产品，由开户银行和资产管理机构提供不同的

养老金产品。《意见》发布后，最大的进步就是将各类管理人纳入个人养老

金的财富管理平台中，并首次将银行理财纳入了养老金第三支柱的投资范

围。同时，把对基础养老资管产品的选择权交还到客户个人。 

养老金第三支柱为什么对资管行业如此重要？我的理解，二者为一个

硬币的两面：一方面，第三支柱养老金的发展带来了长期资金，这是穿越

周期、定期定投的资金，而这种资金对于整个资管行业而言是好的、理想

的资金；另一方面，资管机构获得这种长期、定期定投资金后，可以将其

有效地配置到长期资产、资本金、资本市场、基础设施等多种场景中，如

此一来，从资金端到资产端的整个通路就被打通了，有效解决了我国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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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的金融体系缺乏长期资金的痛点。 

在此大背景下，资管机构怎样去拥抱养老金第三支柱的机遇？我认为

至少需要从四个方面展开： 

第一，资管机构要丰富产品的供给，提升自身投研能力，抓住养老产

品牌照开放的机遇期。当下就是一个良好的机遇期，但资管机构是否能把

握，还取决于自身的投研能力，即能不能为养老客户打造可持续的、稳健

的投资收益？能不能为养老客户赚取中低波动下的、长期稳健的投资收益？

公司的产品设计是否可以有效地满足客户的养老需求和流动性需求等一系

列的问题。银行理财公司可以利用客户对银行理财品牌的信任，以及自身

的大类资产配置能力做很多事情。最新的数据显示，尽管银行理财公司刚

刚成立还不到三年，但其管理的产品规模已接近 20 万亿，持有理财产品的

投资者数量也超过 9，000 万，可以说，客户对银行理财是信任且有认知

的，而这种理解和认知是非常宝贵的。 

第二，资管机构要推进投资者教育，激发客户养老规划和投资需求。

即使所有的资管机构、理财公司都厉兵秣马做好了准备，但是资金来源于

何处？因此，资管机构要帮助投资者激发养老投资需求，进行人生养老规

划。所以，投教的工作是理财公司乃至全社会都要共同努力去做好的工作，

比如，银行理财公司可充分利用母行线下网点和客户经理优势，保险机构

可发挥保险代理人队伍优势。 

第三，要深刻地思考怎样优化客户及账户的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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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456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