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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国两会看养老金融新图景

托起幸福“夕阳红”
养老，是家之大事、国之大

事。让老年人有一个幸福的晚
年，是人民群众的殷切期盼，也
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加快发展第三支柱养老保险，实
施好个人养老金制度。积极应对
人口老龄化，完善发展养老事业
和养老产业政策机制，大力发展
银发经济。

发展养老金融是促进中国特
色金融和养老事业高质量发展良
性循环的关键着力点。做好养老
金融大文章，我国金融业正奋笔
书写提升人民群众老有所养、老
有所乐幸福感的时代答卷。

健全养老保险体系
擘画民生幸福长卷

70岁的张福珍是一名退休教
师。一年多前，她和老伴购买了
商业养老保险后，住进了中国太
平梧桐人家养老社区。“我俩的
退休养老金，加上保险收益，足
以负担我们在养老社区的开
支。”张福珍带着记者挨个参观
养老社区的摄影展和舞蹈间。

“我参加了声乐班、朗诵班、模
特班……每天都忙不过来。”

莫道桑榆晚，人间重晚晴。
随着我国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
险体系加快发展，养老金储备渠
道逐渐丰富，正在推动人民群众
从“养老”变“享老”。

我国养老保险体系包括三大
支柱——基本养老保险，企业年
金、职业年金，个人养老金制度
和市场化的个人商业养老金融业
务。第一支柱基本养老保险，为

“老有所养”提供了坚实的资金
保障。截至 2023年底，全国企
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
余已接近6万亿元；2023年全国
企业退休人员月人均基本养老金
比 2012 年增加一倍。与此同
时，截至 2023年末，第二支柱
方面的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合计
5.75万亿元。构建第三支柱的重

要举措，个人养老金制度自2022
年起试点，已于 2024年底在全
国推开。

全国政协委员、对外经济贸
易大学保险学院副院长孙洁长期
跟踪养老金融发展。她介绍道：

“随着个人养老金制度的落地，
我国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
系已经搭建起来，并且被越来越
多的老百姓所接纳，可以说已经
进入稳步发展阶段。”

推动养老金融与服务结合，
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
构为支撑的养老服务体系，成为
养老金融体系的重要延伸。各大
保险机构争相构筑“保险+康
养”服务闭环，为全国人民提供
新式养老体验。

“我国超九成老年人倾向选
择居家养老，发展社区居家养老
服务势在必行。”全国人大代
表、通用技术集团董事长于旭波
表示，应通过政策精准分层、资
源生态化整合、机制持续优化，
既保障中小企业生存空间，又引
入大企业的技术与资金优势。他
认为，唯有打破“规模歧视”，
建立能力导向的竞争环境，方能
推动养老服务从“初级覆盖”向

“高质量供给”升级。
配套养老服务让更多长者享

受 到 优 质 便 捷 的 医 养 体 验 。
“2024年除夕，我一个客户突发
腰间盘突出，几乎无法动弹，联
系居家养老管家后，当天下午就
有理疗师上门做推拿。”平安人
寿上海分公司保险康养顾问张燕
闻回忆道。金融康养服务的意
义，在这雪中送炭的温暖守护中
得以具象化展现。

聚焦养老服务供给，全国政
协常委、民建中央原副主席周汉
民调研发现，各大厂商开发了很
多适老化产品，如寝具、厨具
等。“这是一个令人欣喜的变
化，适老化是一个新产业，要有
新理念，更要有新模式。我们对
老龄化以及老龄化相关问题的研

究也要更加深入。”

制度政策双轮驱动
精耕金色养老沃土

能省多少税、能赚多少收
益、退休能领多少钱……越来越
多的“90后”“00后”在社交平
台发起话题讨论，热议不断“上
新”的个人养老金产品。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加
深，人民群众多样化养老需求也
日益增长。2023年，中央金融工
作会议提出“做好科技金融、绿
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
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我国养
老金融进入发展新阶段。

——制度保障不断完善，加
快构建养老金融长效机制。2024
年底，中国人民银行等九部门联
合印发《关于金融支持中国式养
老事业 服务银发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指导意见》，明确了养老金
融发展的“规划图”。意见提
出，到 2028年，我国养老金融
体系基本建立；到 2035年，基
本实现中国特色金融和养老事业
高质量发展的良性循环。

“当前我国养老金融在政
策、产品和服务等方面已取得显
著进展。”全国人大代表、立信
会计师事务所董事长朱建弟说，
政策层面不断完善，为养老金融
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养老金融
产品种类日益丰富，涵盖养老保
险、养老目标基金、养老专项债
券等；金融机构还通过金融科技
手段提升了服务的便捷性和适老
化水平。

——聚焦第三支柱，完善多
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从我
国养老保险体系发展来看，第三
支柱是我国养老金融发展的突破
口。2024年5月，国家金融监督
管理总局发布的《关于银行业保
险业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的
指导意见》提出，发展第三支柱
养老保险，支持具有养老属性的
储蓄、理财、保险等产品发展。

扩大商业养老金试点范围。
17只储蓄产品、5只理财产

品、135只基金产品、6只保险
产品……记者打开农业银行手机
App发现，个人养老金投资产品
货架琳琅满目。中国农业银行上
海市分行行长韩国强表示，未来
会有更多居民关注个人养老资金
规划，金融机构应在丰富产品供
给方面多下功夫，提高产品的灵
活性，不断优化客户服务与体
验。

截至2024年11月底，36个
城市 （地区） 超 7200万人开立
个人养老金账户。2024年，商业
养老金业务市场规模已经突破千
亿元。

——丰富金融产品和服务，
满足多元化养老金融需求。做做
养老储备规划、听听康养小课堂
……位于杭州的“乐游学堂”正
在成为老年客户的热门“打卡
点”。光大银行杭州分行增设了
养老金融课程，涵盖养老金规
划、健康保险、财富管理等实用
内容，越来越多老年人通过“家
门口的教学”管理好自己的养老
资金。

银行的探索和实践，正是我
国养老金融产品和服务持续丰富
的生动写照。孙洁建议，金融机
构应开发出更多产品形态丰富、
适应居民多元化养老需求的终身
保障养老保险产品，满足居民养
老金储备需求。

多维施策靶向赋能
共绘康养中国新景

全国两会期间，养老金融成
为代表委员和行业专家的热议话
题。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既需
要构筑与完善顶层设计，更需要
优化市场资源配置。

首先，提升第二、三支柱占
比，推动“三支柱”平衡发展。
孙洁建议，调整第一支柱单位缴
费比例，制度性建立企业年金，
鼓励单位提高企业年金缴费比

例，推动尽快建立企业年金全覆
盖。

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
业态人员的养老，是亟需关注和
解决的问题。“基本养老保险参
保率已达95%。剩下的5%主要
是灵活就业、平台就业的这部分
群体。”孙洁建议，鼓励灵活就
业者尽早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然
后同步再参加个人养老金。

其次，提升个人养老金吸引
力，优化税收优惠等政策。信银
理财养老理财团队执行总经理黄
腾认为，目前个人养老金产品和
养老理财产品惠及的人群还有待
提高。比如很多人收入未达个税
起征点，无法享受个人养老金账
户带来的税收优惠。期待拓展税
收优惠方式，加强对个人养老金
产品的政策支持。

韩国强建议，进一步优化个
人养老金制度设计，探索一、
二、三支柱养老金账户之间资金
转移、个人养老金账户质押贷款
等创新模式，增强账户灵活性，
满足更广大居民对于养老储备资
产的流动性需求。

此外，增强养老金融普惠
性，完善资本市场支持体系。孙
洁建议，政府要增强养老金融普
惠性，普及个人养老金知识，让每
个老百姓都能看懂养老金融参与
办法、如何购买符合需求的产品，
满足个性化、多元化的养老需求。

“我国养老金融仍需在政策
协调、产品创新和服务优化等方
面持续发力，促进养老金融精细
化发展。”朱建弟建议，进一步
完善资本市场支持体系，推动资
本市场更好满足多元化养老金融
需求，以实现养老金等中长期资
金的稳健增值，满足日益增长的
养老需求。

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一场
养老与金融的动人交响曲正在奏
响，政策东风将催动更多元化的
养老金融产品和服务破土而出。

（新华社北京3月9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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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校长信箱，建议更
多推广！”

3月 9日，陕西代表团分组
审议现场，全国人大代表、陕西
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
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方兰在谈到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提到的
山西某学校通过设立法治副校长
信箱发现并处理校园欺凌等问题
时，这样发出呼吁。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在回
顾2024年工作时提出，常态化开

展法治进校园，全国法院近4万名
法治副校长切实担起守护责任。
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也提到，
4.4万名检察官担任法治副校长。

“报告列举的山西吉县做法
值得推广，有时候孩子碰到霸凌
或骚扰不愿说、不敢说、不知怎
么说，有了这样的信箱，孩子们
可以悄悄写信，学校在保护好学
生隐私情况下查实问题并推动处
理解决。”方兰代表说。

“您的建议非常好，我们会

第一时间反馈回去。”分组审议
结束时，在现场旁听的最高人民
法院工作人员与方兰代表做了进
一步交流。

“我们将进一步推动法治进
校园，更好发挥法治副校长在加
强校园法治教育、保护学生权益
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等方面的作
用。”最高人民法院工作人员说。

2022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的
《中小学法治副校长聘任与管理
办法》明确规定，每所中小学应

当配备至少1名法治副校长。
全国人大代表、北京金诚同

达律师事务所西安分所主任方
燕，曾在西安市阎良区西飞一中
等学校担任过法治副校长。

“通过深入学校开展法治宣
讲，学生们可以学习法律知识，
面对侵害时能勇敢地说‘不’，
懂得运用法律武器来维护合法权
益。”方燕代表说。

“在学校设立法治副校长信
箱是一种有效探索，能为那些遭

受欺凌和骚扰的学生提供便捷的
反馈渠道，从而发现和解决校园
内外存在的问题。”全国人大代
表、黑龙江省漠河市立人学校校
长马建国建议，社会各界应一道
探索更加有效的法治教育方式和
校园安全管理措施，为孩子们营
造更加安全、和谐的校园环境。

（新华社北京3月9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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