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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养老金融是在全球老龄化进程中为满足老年人多元化养老需求的重要途径，其主要包括养老金金融、养老

服务金融和养老产业金融，是通过市场化运作实现资金的保值增值，推动养老产业的发展的过程。当前，养老金融

仍面临养老金体系发展不平衡、市场化养老金融供需匹配度不高等问题。论文主要结合先进经验、“三支柱”理论

以及现收现付制，立足中国国情，深入分析研究养老金融发展的现实挑战。同时，结合党的二十届的理论体系，对

养老金融在结构体系、健康发展、人才建设多方面进行讨论，为优化养老金融产品和金融市场提出建议及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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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ension	finance	is	an	important	way	to	meet	the	diversified	pension	needs	of	the	elderly	in	the	process	of	global	
aging,	which	mainly	includes	pension	finance,	pension	service	finance	and	pension	industry	finance,	and	is	 the	process	of	
realizing the value preservation and appreciation of funds through market-oriented operation and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pension	industry.	At	present,	pension	finance	is	still	facing	the	problems	of	unbalanced	development	of	pension	system	and	
poor	match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of	market-based	pension	finance.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researches	the	challenges	
of	the	development	of	pension	finance	based	on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by	combining	the	advanced	experience,	the	theory	
of “three pillars” and the pay-as-you-go system. At the same time, combined with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the 20th Party 
Congress,	it	discusses	pension	finance	in	terms	of	structural	system,	healthy	development	and	talent	construction,	and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and	directions	for	optimizing	pension	finance	products	and	financial	markets.
Keywords: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20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pension	finance;	value	review;	deepening	reform;	
financial	system

0 前言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

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着

重强调要立足做好养老金融这篇大文章，提出加快发展多层

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的要求 [1]。这包括扩大年金制度覆

盖范围，推行个人养老金制度，并发挥各类商业保险的补充

保障作用，即将其养老与金融相结合，使得养老金融成为金

融行业与养老保险体系中必不可少的桥梁。目前，中国已初

步建立了全面的养老金融体系，但仍存在缺乏法律与政策指

导以及监管体制分散、政府与市场关系失衡、养老金融产品

供需匹配度、资本市场不完善等问题。总的来说，《决定》

结合社会现状对养老金融的发展提出了全面而具体的要求，

养老金融如何在实践中走出一条适合国情的道路，成为极具

价值的研究课题。

1 养老金融的价值审视

1.1 维护社会稳定发展，应对老龄化挑战
养老金融在社会稳定与发展中具有不可或缺的核心价

值。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已难以满

足老年人的养老需求，而养老金融则在一定程度上为社会养

老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从个人角度，养老是将年轻时通过劳

动等方式积累的资源配置到年老时使用，养老金融能够让个

人通过金融工具在工作期间储备财富，再运用跨时金融资产

配置手段，在老年时置换生活所需的产品和服务。从社会角

度，养老是将年轻人创造的资源通过市场机制配置给老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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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养老金融能促进金融服务和养老事业有效融合，增加

养老产品和服务供给，充分发挥金融在社会养老资源配置中

的积极作用，解决养老储备不足、养老服务滞后以及医养结

合等具体问题，助力实现社会资源的跨代际配置。同时，政

府制定的有关养老金融的政策，如现收现付制等，极大程度

上缓解了社会应对老龄化所遇到的财政问题，让在职参保者

和退休参保者共同为社会稳定发展提供支持。

1.2 助力老年经济安全，加强个人养老规划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加快发展多层次多支柱

养老保险体系，扩大年金制度覆盖范围，推行个人养老金制

度。”在全球面临老年化发展的态势下，养老金融通过三大

支柱，即基本养老保险、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个人养老金

制度和各类商业养老金融业务为个人提供经济保障并助力

其养老规划 [2]。与此同时，养老金融主要能通过以下两方面

缓解养老压力：一是从经济价值角度看，养老金融通过整合

各类金融资源，如养老保险、养老基金等，构建起多层次的

养老保障体系，分担社会养老重任的同时维护社会和谐稳

定；二是结合养老金保险三大支柱中第二、第三支柱所占比

例的增加，提高个人依据自身风险偏好与经济状况配置资源

的能力，实现资产长期稳健增值，提前为养老储备资金，展

现养老金融在个性化养老规划中的重要价值。各支柱相互结

合，以第一支柱作为基础，第二、第三支柱作为补充满足不

同层次的养老需求，助力实现老年人口的经济自立。

1.3 促进金融市场创新，推动经济转型升级
养老金融的发展不仅强化了养老保障体系，还促进了

金融市场的创新和经济的转型升级。一方面，养老金融为金

融市场带来了新的增长点。随着老年人口的不断增加，养老

金融产品的需求也日益旺盛。这促使金融机构不断创新产品

和服务，以满足老年人的多样化需求。这种创新不仅推动了

金融市场的多元化发展，也为金融机构提供了新的业务增长

点。另一方面，养老金融还通过引导资金流向，推动了经济

的转型升级。养老金融资金通常倾向于投资具有长期增长潜

力的领域，如健康医疗、养老服务、科技创新等。可扩大市

场规模，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推动产业创新升级，这些领

域的投资和创新不仅有助于提升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也推

动了整个社会的产业结构优化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除此

之外，养老金融有助于推动养老事业高质量发展，建立完善

的养老金制度并实现养老资金保值增值，能提高老年收入水

平，保障群众养老安全，创新金融服务和产品还能满足群众

多元需求，为养老产业提供投融资支持，推动其规模化发展。

2 中国发展养老金融的现实挑战

2.1 人口结构与养老负担加重带来的挑战 
一是养老资金供需失衡。随着老年人口的快速增长，

养老负担日益沉重，对养老资金的需求大幅攀升。从养老金

缴纳端来看，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下降，缴纳养老保险的人数

增长乏力（见图 1）。而领取端，大量老年人开始领取养老金，

养老金支出不断增加（见图 2）。以基本养老保险为例，现

有的养老保险基金储备难以应对未来庞大的养老金支付需

求，部分地区已出现基金收支缺口预警。据国家统计局数据

预计到 2050 年老年抚养比大幅上升至 52.44%[3]，养老资金

的供需矛盾将进一步激化（见图 3）。二是家庭养老功能弱

化加剧了养老金融需求负担。随着家庭小型化、少子化现象

日益突出，中国家庭养老服务保障功能快速削弱，必须转向

社会化的养老服务方式 [4]。计划生育政策下形成的“4-2-1”

家庭结构，使得家庭养老的人力和经济负担剧增 [5]。家庭难

以独自承担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等养老责任，这

促使养老需求从家庭向社会转移，对社会化的养老金融产品

和服务需求增加。但目前养老金融产品种类有限，难以满足

不同家庭结构和收入水平人群的多样化需求。三是养老金融

服务配套不足。随着养老负担加重，老年人对医疗保障、护

理服务等养老相关服务的需求增长，但当前养老金融与服务

的融合度较低，缺乏一体化的解决方案。据《中国智慧健康

养老产业发展报告（2023 年）》显示，截至 2023 年底，中

国智慧健康养老产业规模约为 6 万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超过 

18%，但仍处于发展初期。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无法为养

老金融服务提供有力支撑，如偏远地区养老服务设施匮乏，

信息公开不及时、不准确，导致养老金融服务难以有效开展，

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养老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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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养老金融产品针对性与供需匹配度均不高 
一是养老金融产品设计缺乏精准定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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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意见》）明确

要求精准匹配金融产品和服务，以满足不同阶段、不同人群

的养老金融需求 [6]，从侧面说明在养老金融的精准匹配上还

需进一步提升。从地区差异看，农村地区适老化金融基础设

施建设滞后，地方性中小型银行受资金、人员和技术限制，

在推进金融适老化软硬件设施建设方面进展缓慢，导致农村

老年人难以享受到便捷、多元的养老金融服务 [7]。从群体差

异看，高收入、中等收入、低收入群体的养老需求大相径庭，

但市场上的养老金融产品却未能有效区分，“一刀切”的产

品设计难以满足各类人群的个性化需求。二是供需结构失

衡。当前养老金融市场上，产品种类相对单一，多集中于传

统的储蓄、保险和基金领域。随着老年人生活水平的提高和

观念的转变，他们对养老的需求不再局限于基本生活保障，

还包括医疗保健、文化娱乐、旅游休闲等多元化需求。然而

市场上缺乏与之匹配的定制化产品，如结合养老社区入住权

益的金融产品、与长期护理服务挂钩的保险产品等都较为匮

乏。此外，金融机构在养老金融产品开发、风险管理和客户

服务等方面经验不足，导致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参差不齐。

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老年人的养老选择，并影响了养老金

融市场的健康发展。

2.3 金融市场不完善与专业人才短缺 
一是金融市场稳定性欠佳与投资风险较高，对养老资

金的保值增值构成严峻挑战。资本市场的频繁波动和不确定

性，使得养老资金在追求稳健收益的过程中面临巨大风险。

养老资金作为老年人未来生活的重要保障，需要长期稳定的

回报来支撑。然而，资本市场的不稳定性使得养老资金的保

值增值目标难以实现，其影响了老年人的生活质量的同时严

重制约了养老金融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如何确保养老资金

在金融市场中的安全稳健运行，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是专业人才培养体系的不断完善。养老金融业务具有较强

的综合性，要求从业者具备金融投资、养老规划、人口学等

多领域的知识背景。然而，目前中国金融行业的人才培养主

要集中于传统金融领域；针对养老金融的专业教育相对匮

乏，据《2023 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截至 2023 年

末，全国高校共开设护理学、养老服务管理等专业点仅 770

余个，且大部分高校缺乏针对养老金融的“专业教育—产业

教育”产教融合培养模式 [8]。导致养老金融专业人才短缺，

服务质量不高，产品创新受限，难以满足市场需求。三是养

老金融知识普及程度低，影响养老金融体系的多元化普及与

市场良性发展。无论是普通居民，还是养老环节中的专业人

员，普遍存在养老规划意识薄弱、对养老金融产品了解不足

的问题。多数居民缺乏前瞻性的养老规划意识，未能将养老

金融纳入重要的理财规划之中。同时，专业人员的认知不足

也限制了养老金融知识的有效传播，阻碍了养老金融市场的

多元化发展。

3 养老金融深化改革的思考

3.1 优化养老金体系结构，强化养老金融支撑
优化养老金体系结构，强化养老金融支撑，关键在于建

立协同机制与推进多方面改革。一是强化目标引领，明确阶段

性任务。设立以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的“五篇大文章”思想

为参考的养老金体系改革领导小组，全面统筹改革事宜 [9]。依

据《意见》：2028 年要基本建立养老金融体系，增进人民

福祉；2035 年实现各类养老政策成熟完善，两个阶段为目

标任务，达成中国特色金融与养老事业高质量发展的良性循

环。二是构建养老金体系改革协同机制。一方面，强化企业

年金、职业年金等第二支柱。通过政策引导和税收优惠等措

施，鼓励更多企业建立年金计划，提高覆盖率。另一方面，

加大个人养老金制度推广力度，提高居民参与度，使其成

为养老保障体系的重要补充。通过多方协同，实现向第二、

第三支柱的保质保量过渡。三是缓解现收现付制下的代际矛

盾。通过政策调整和社会宣传等手段，缓解公众心理问题，

增强对养老金制度的信任和支持。通过建立协同机制，从目

标引领、体系改革、化解矛盾多方面着手，推动养老金体系

优化和养老金融的有力支撑，促进养老事业健康发展。

3.2 精准匹配养老金融产品，提升供需匹配度
提升养老金融产品供需匹配度的关键在于以分类分区

为前提，为产品受众准确传达信息提供帮助。一是成立养老

金融协调领导小组，强化统筹职能。联合金融、民政、卫健

等多部门，共同制定养老金融产品创新与供给的整体规划。

各地因地制宜，制定落地细则，在社区、养老机构设立金融

服务咨询点，及时传达政策，收集老年群体需求反馈，促进

各部门协同响应。二是搭建金融机构与养老服务机构合作桥

梁。定期组织养老金融政策与产品宣讲会，为养老服务人员

开展专业培训，使其深入理解养老金融产品，确保面向老年

群体的信息传达准确一致，消除理解偏差。三是组建养老金

融产品创新机制，联合多组织积极开展。由金融机构、养老

产业专家、精算师以及不同老年群体代表共同参与。围绕老

年群体在康养、文旅、护理等方面的多元需求，开展“定制

化”产品研发。针对完全自理老人，开发康养文旅专项信贷、

理财套餐；为半自理老人，设计长期护理险、住房反向抵押

等组合产品，并与社会治理体系对接 [10]。同时，关注年轻

群体备老需求，加大养老金融宣传，研发低门槛、灵活性强

的养老储蓄、基金产品。引入专业市场调研机构，精准分析

不同群体需求，简化农村老年群体金融服务流程，提升服务

的可获得性。

3.3 完善金融市场监管，推动养老金融健康发展
完善养老金融应主要从金融市场、养老人群两角度分

析改善。一是完善统一高效的养老金融监管体系。针对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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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分散、协同不足的问题，应强化领导小组职能，促进金

融监管部门间的协调合作，形成整体合力。制定统一的监管

政策，明确监管标准和流程，确保政策的一致性和连贯性。

同时，地方应制定具体实施方案，设立区域性养老金融监管

联络点，加强政策传达和反馈机制，确保监管措施落地见效。

二是加强科技支撑，提升养老金融市场智能化监控能力。充

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建立养老金融市场监

测平台，实现对养老金融产品发行、销售、资金流向等关键

环节的实时监测。对现存及未来可能成为爆发点的风险进行

实时监控，并结合相关数据及时上报，畅通自下而上影响政

策完善决策的渠道。三是注重老年人金融知识宣传教育和消

费者权益保护。通过政府引导和市场支持，开展多样化的金

融知识宣传活动，提升老年人的金融素养和风险意识。建立

健全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及时处理老年人金融消费纠纷，

为养老金融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

3.4 加强养老金融人才队伍建设，提升专业水平
为切实加强养老金融人才队伍建设，提升专业水平，

需从多方面着手，打造全面支撑机制。一是改善多元立体教

育体系。鼓励高校、职业院校增设养老金融专业，结合行业

前沿与实际需求，制定涵盖金融、社会学、老年护理等多领

域知识的课程大纲，扩大招生规模。金融机构设立内部培训

学院，定期开展养老金融业务培训，邀请行业专家分享实操

经验。搭建线上学习平台，提供丰富的养老金融课程资源，

满足不同人群的学习需求。二是着力职业道德与素养培育。

政府、高校、金融机构联合开展职业道德教育活动，定期举

办养老金融行业道德规范讲座，组织从业者参观学习优秀服

务案例，引导树立诚信、负责、耐心的服务理念。建立职业

道德考核机制，将其纳入从业者绩效考核体系，激励其提供

优质服务。三是提升养老金融人才吸引力。政府出台专项人

才政策，设立养老金融人才补贴，对从业者给予一定的经济

奖励；协调金融机构提高薪资待遇，提供完善的福利保障。

定期开展优秀养老金融人才评选表彰活动，提升从业者的职

业荣誉感和社会认可度，吸引更多优秀人才投身该领域。

4 结语

综上所述，养老金融在应对人口老龄化、提升老年人

生活质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

为养老金融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强调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

加快发展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论文通过分析养老

金融的价值审视、现实挑战与深化改革思考，结合社会保障

有关知识如现收现付制等，进一步探索养老金融的现状与发

展趋势。未来，应继续深化养老金融改革，推动其与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结合，促进养老金融事业在新时代新征

程中实现高质量发展，同时助力构建更加公平、更可持续、

更具活力的养老金融生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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