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社保更好地为年轻人未来兜底

金维刚

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正在不断加快，特别是在 20世纪 60 年代

集中大量出生的“婴儿潮”正在进入“退休潮”。截至 2024 年年底，

全国 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到 2.97 亿，占总人口的 21.1%；其中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2.17 亿，占总人口的 15.4%。按国际有关标准，

我国已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

预计到 21 世纪 30 年代，我国将进入人口老龄化的高峰期，到

2034 年 65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超过 3 亿，所占比例将超过 20%，

将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根据有关部门预测，到 2052 年我国 60 岁及

以上老年人口总数将达到峰值4.87亿人，占总人口的比重将达到35%

左右。其中，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 3.75 亿，占总人口的比

例将达到 28.5%。未来大半个世纪，人口老龄化将一直是中国经济和

社会发展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也让社会保障体系面临长期挑战。

目前，我国已建立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形成多元化的养老金筹

资机制和待遇保障机制，能够有效提高养老保障水平和老年人生活品

质，实现老有所养的基本目标。一是由政府建立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包括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二是由用人单

位建立的年金制度，包括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三是由个人自愿建立

的个人养老金融储备，包括个人养老金以及商业养老保险等。

不过，我国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建设发展还不平衡。基本养老保

险参保人数已经达到 10.7 亿人，参保率超过 95%，已经实现全覆盖，



但其中城乡居民养老金待遇水平较低。职业年金已经覆盖了机关事业

单位的 4000 多万名工作人员，覆盖率高达 99%以上，但截至 2024 年

年末，企业年金只覆盖 15.9 万家企业的 3242 万名职工，覆盖率不足

7%。个人养老金则整体上处于起步初期。

在基本养老保险方面，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是国家依法建立的

一种社会保险，是国家法定的公共养老金制度，是以政府信用为担保

的，在筹资机制上包括单位和个人缴费以及财政补助，并将财政补助

纳入财政预算予以保障，由财政托底，确保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这

在本质上不同于商业养老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是依靠政府财

政补助而建立起来的，由个人缴费与财政补助相结合，财政补助是城

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筹资的主要来源。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可以通过市

场化的投资运营实现保值增值，投资收益已经成为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的一个重要来源。随着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统筹层次的逐步提高，能够

有效增强基本养老保险的筹资能力、调剂能力和抗风险能力。此外，

我国还通过设立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作为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确保养

老金发放的储备基金，并通过划转国有资本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为促进基本养老保险基金长期收支平衡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强后盾。

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是由用人单位及其职工在依法参加国家建

立的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由用人单位为职工建立的补充养老金制

度，是我国多层次养老保险制度体系中第二层次（支柱）的重要组成

部分。建立年金制度，使本单位职工退休后在依法享受基本养老保险

待遇的基础上，另外增加一份年金收入，有利于显著提高退休后的养



老金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也有利于增强用人单位的吸引力、凝聚力

和职工队伍的稳定性，在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建设和提高退休人员养

老保障水平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建立个人养老金制度是目前我国健全和完善多层次养老保障体

系的一项新举措。2022 年 11 月我国启动个人养老金制度试点以来，

在 36个城市和地区试点两周年，开户人数超过 7000 万人。在试点的

基础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于 2024 年 12 月 12 日联合发

布《关于全面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的通知》，自 12月 15 日起，个人

养老金制度将在全国各地全面推广实施。这标志着个人养老金制度在

我国正式建立起来，填补了我国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建设中的一项空

白，这对于健全和完善我国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具有重要意义。目前，

个人养老金产品主要包括银行理财、储蓄存款、商业养老保险、公募

基金、国债等五类金融产品；个人养老金产品数量已经增加到 900 多

款。

个人养老金制度是一种普惠型的养老保障制度，是个人主动为自

己未来的老年生活进行养老金融储备。对于年轻人来说，在个人正当

年富力强的年代便开始为自己年老之后的晚年生活积累养老资金，实

属明智之举。通过参与个人养老金制度，在到达退休年龄时，不仅可

以从政府的社保部门领取基本养老金，还可以从个人养老金账户中领

取自己储备的个人养老金。对个人而言，这将有利于增加养老金的来

源，提升退休后的生活品质和幸福感。随着今后我国经济逐步稳定增

长以及资本市场的企稳和回升，个人养老金市场的投资收益率特别是



长期投资收益是可以期待的。预计未来个人养老金资产在养老金总资

产中占比将逐步提升。

总之，除了积极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尤其是城镇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制度，在具备必要经济条件的情况下，年轻人不妨积极主动地进

行个人养老金融储备，其中包括参与个人养老金制度和投保商业养老

保险，并采取比较稳健的投资策略进行投资选择，努力实现保值增值，

为将来享有幸福晚年生活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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