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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4 月，国办发布了《关于推动个人养老金发展的意见》。此

后，社会对个人养老金制度的性质、在多层次养老金制度体系建设中

的意义和作用，以及个人购买的决策参考因素等进行了广泛讨论。目

前，相关配套文件和实施办法正在制订中，因此，有必要对该制度的

重要意义与未来发展进行理论阐释和发展展望。 

个人养老金制度的重要意义 

众所周知，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养老金制度作为全民都非常关

注的社会保障项目，无论是从全球发展，还是我国制度实践来看，都

确立了多层次养老金体系的发展目标。其中，第一层次是政府主导的

公共养老金，在我国具体表现为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居民基本养

老保险制度和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第二层次是用人单位

和参保人共同缴费的补充养老保险制度，包括面向企业劳动者的企业

年金制度和面向机关事业单位公职人员的职业年金制度；第三层次则

是建立在个人缴费和市场运行基础上的第三支柱养老金，其中既包括

市场上的各种个人养老金产品，也包括此次以制度化方式建立的个人

养老金制度。因此，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建立最重要的意义在于，我国

多层次养老金制度体系框架已初步建成。 



那么，个人养老金与其他同属于第三支柱养老金的金融产品又有

何区别呢？目前，市场上主要的养老金金融产品有多个种类，包括

2018 年开始试点的税延型商业养老保险，2021 年开始试点的专属商

业养老保险，以及各种类型的养老基金产品和养老理财产品。此次的

个人养老金制度与上述产品最大的区别在于，它是国家支持的第三支

柱养老金产品，且这种支持主要体现在税收优惠方面。具体而言，就

是购买个人养老金产品的支出，可以在年度税收清缴核算时，享受一

定额度的税前抵扣。 

此次个人养老金制度设计的一个亮点在于采取了“个人账户”

制度。此“个人账户”与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中的个人账户既有相似、

也有差别：相似之处在于，它们都是记录个人养老金权益、归属于个

人的养老金专属账户，只有符合法定退休年龄等条件时才能够领取；

不同之处在于，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中的个人账户由国家每年确定记账

利率，缴费金额为个人缴费基数的 8%，而个人养老金的个人账户资金

则可以用于购买市场上已有的、指定的养老金产品，是联结资金账户

与产品的通道，也是确保其资金用于养老功能的技术手段。 

对于个人而言，个人养老金制度是除基本养老保险、职业年金（企

业年金）之外一个新的养老收入来源，其缴费完全来源于个人，产品

形式是市场上经备案后的各种金融产品，政府予以税收优惠，而最终

的产品收益则取决于市场，风险也由个人承担，从而是政府支持、市

场运营、个人负责的补充型养老金。 



个人养老金制度的未来发展 

作为一种市场化产品，个人养老金的发展状况取决于民众和市场

的反应。笔者认为，根据当前我国个人养老金市场的现状以及民众的

金融素养和理念，个人养老金市场不会有井喷式增长，但增速会有所

提高。其基本原因有三个：其一，虽然个人养老金制度有税前抵扣的

优惠，但一方面由于我国缴纳个人所得税的总人数还比较有限，政策

作用的对象范围因此相对有限；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目前并没有征收

资本所得税，所以相比其他养老目标金融产品，税优的激励效果还有

待观察。其二，如上文所述，个人养老金通过个人账户的方式限制了

领取条件，从而最大程度确保其资金用于养老，但这也同时限制了这

笔资金的使用方向，如果在满足领取条件之前遭遇到了其他重大支出

性风险，这笔资金无法使用。其三，由于个人养老金的收益取决于市

场产品的投资收益率，而在当前全球金融市场波动性较大的情况下，

无法给参保人稳定的收益预期，因此在收益率方面与其他市场产品相

比没有显著的优势。 

那么，作为第三支柱重要内容的个人养老金制度未来应当如何发

展？笔者认为，需要对多层次养老金体系进行顶层设计更新，尤其是

要增强第二支柱和第三支柱之间的协同功能。如前文所述，目前三支

柱养老金体系是世界银行在 20 世纪 90 年代提出的，一方面是为了应

对人口老龄化对公共养老金带来的挑战，另一方面也是根据传统工业

化社会的结构来设计的，不同支柱的责任主体和运行逻辑有所差异。



然而，当前的社会结构，尤其是就业结构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工业化

社会中以稳定劳动关系为特征的正规就业比例正在下降，灵活就业人

数大幅增加。即使是正规就业，劳动者跨行业、跨区域、跨企业流动

的频率也大大提高。如果按照传统的三支柱设计，其中的第二支柱是

以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共同缴费为基础，如果劳动者换了工作，新的单

位又没有企业年金计划，那么第二支柱就会因此中断。 

有鉴于此，为了适应劳动力市场灵活化趋势，未来的个人养老金

制度可以考虑将第二支柱和第三支柱打通，或者建立两者之间的衔接

办法。所谓打通，就是当劳动者流动时，如果新的单位没有建立企业

年金制度，则可以将已有的企业年金账户余额纳入第三支柱个人账户；

所谓衔接，就是将用人单位在企业年金中的缴费转变为个人养老金个

人缴费的补贴或重要来源，即用人单位为职工缴纳的补充养老金既可

以以企业年金的方式呈现，也可以以补助劳动者参加个人养老金的方

式呈现。 

总之，个人养老金制度的有效运行，一方面需要相关配套措施，

尤其是税收优惠政策的落地，才能够正式进入操作环节，使个人养老

金真正成为国民养老收入的另一重要来源。另一方面，我国目前还面

临着商业养老产品个性化设计不足、国民养老意识和金融素养有待提

升等问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才能真正建成满足老年人美好生

活需要，提升老年人生活质量的中国特色养老金制度体系。 

  （本文来源：《工人日报》2022 年 8 月 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