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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潮来了，如何收获更多养老钱？

第一支柱养老金占比过半，
承担着养老重任

“我们单位600多人，今年有
40人退休，领导层今年就有2人
退休。这几年平均每年退休40
到50人。”

在北京某事业单位工作的
张欣然向记者如是说道，此时，
距离她“正式退休”还有半年时
间。眼看单位这几年退休人员
猛增，她至今还在犹豫是否退
休：“我是副高职称，按政策规定
可以延迟到60岁退休。但是现
在看单位那么多人都选择‘到点
退休’，我还没最后下决心。”

近年来，我国将迎史上最大
“退休潮”被反复提及。

之所以我国将形成退休高
潮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经所
研究员张世贤看来，是因为新中
国成立以来形成的第一个人口
高峰期，是在1962年至1972年这
10年，相对应地，在60年以后就
出现了退休的高潮期。

随着退休人员数量增多，他
们的退休金够不够花成为众所
关注的问题。

目前我国已形成多层次养
老保险体系，“第一支柱”基本养
老保险，主要针对城镇退休人
员。截至2022年，我国城镇退休
人员养老金已经实现“18连涨”。
根据人社部、财政部5月26日发
布的《关于2022年调整退休人员
基本养老金的通知》，2022年养
老金涨幅是4%。

4%的增幅虽然是18年来的
最低水平，但是在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
杨立雄看来，在疫情反复、经济
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今年城
镇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仍然上
调4%，已经非常不易。

根据人社部发布的数据，
2021年全国企业退休人员月人
均养老金为2987元。

从2012年到2022年6月底，
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从
7.9亿人增加到10.4亿人，10年间
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增加2.5亿人。
如此大的参保人数确保养老金
的收支平衡是关键。

8月25日，人社部养老保险
司负责人亓涛表示，2021年企业
职工基本养老基金收入4.4万亿
元，支出4.1万亿元，当期收支总
体平衡，略有结余；今年以来基
金仍保持平稳运行态势，上半年
还调拨资金1240亿元，用于困难
省份的养老金发放。中央划转
1.68万亿元国有资本充实全国社
保基金后，社保基金还有超过2.6
万亿元的战略储备。

“基本养老金是保退休人员
的基本生活，如果需要更高的生
活水准或者更高的保障水平，需
要第二支柱、第三支柱，比如企
业年金、职业年金、购买商业保
险，以及自己购买一些理财产品
等，这样退休以后才能过上比较
美好的生活。”杨立雄告诉记者，
三大支柱中，第一支柱是基础保

障，第二、第三支柱则是用于进
一步提升生活品质。

目前我国的养老重任主要
由第一支柱承担。据人社部、全
国社保基金数据显示，截至2021
年末，我国养老金第一支柱———
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10.3亿
人，规模为6 . 8万亿元，占比
65.76%。第二支柱企业年金和
职业年金参保人数7200万人，年
金总规模为3.54万亿元，占比
34.23%。第三支柱商业养老保
险规模为4亿元，占比0.01%。

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三
大支柱的占比结构比较容易出
现第一支柱独木难支的局面。

第二支柱企业年金参与度
低，职业年金发展势头猛

近年来，我国积极推动第二
支柱的发展，以缓解基本养老金
的压力。

2016年退休的李志，此前在
一家大型央企工作，每个月单位
都会为其缴纳“企业年金”。退
休6年来，他每个月基本养老金
7000元，加上企业年金每月给他
补充养老金1000元，算下来，他
退休每月实际收入8000元。

“我们单位企业年金大概在
2010年左右启动，由于起步晚，
个人得到的不多。”李志告诉记
者，尽管单位每月只返还给他
1000元，但对他的退休金是一个
补充，不会让他退休后的生活水
平骤降。

不过，像李志一样的人仍是
少数。杨立雄告诉记者，作为

“第二支柱”，近年企业年金有一
定发展，但覆盖人群仍然有限，
在国企中也仅有一部分有，民企
基本上没有。

企业年金又称企业退休金，
是指在政府强制实施的公共养
老金或国家养老金制度之外，企
业在国家政策的指导下，根据自
身经济实力和经济状况自愿建
立的，为本企业职工提供一定程
度退休收入保障的补充性养老
金制度。

我国企业年金产生于20世
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1991
年，国务院颁布《关于企业职工
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提

出企业可根据自身经济能力建
立企业补充养老保险。

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6
月7日发布的《2021年度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
报》（以下简称《公报》）显示，
2021年年末，全国有11.75万户
企业建立企业年金，参加职工
2875万人；2021年年末，企业年
金投资运营规模2.61万亿元，当
年投资收益额1242亿元。

从就业人数来看，截至
2021年底，城镇就业人数为
46773万人，我国企业年金参与
率仅为6%。

“企业年金发展速度不快的
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
企业本身税负比较重，企业所缴
纳的社会保险加起来相当于工
资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再去
缴纳额外的企业年金，很多企业
都没有这个能力。而且我国中
小微企业占到90%以上，这也是
导致企业年金普及率不高的原
因之一。”杨立雄向记者分析。

职业年金是指机关事业单
位及其工作人员在参加机关事
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
建立的补充养老制度。职业年
金覆盖人员范围包含按照公务
员法管理的单位、参照公务员法
管理的机关（单位）、事业单位及
其编制内的工作人员。

我国从2014年10月1日开
始，在机关事业单位建立实行职
业年金制度。职业年金是强制
性质交纳，即应缴尽缴必缴，所
以，只要是在2014年10月份之后
退休的机关事业单位人员，都有
职业年金发放。

相比企业年金，职业年金建
立得比较晚，但是发展势头较
快。《公报》显示，我国职业年金
市场化投资运营工作稳步推进，
2021年年末，职业年金基金投资
运营规模1.79万亿元，当年投资
收益额932亿元。

兼具风险保障及投资属性的
第三支柱只有少数人参与？

第三支柱养老金近几年加
速推进。

2020年“十四五”规划曾明
确要“发展多层次、多支柱养老

保险体系，提高企业年金覆盖
率，规范发展第三支柱养老保
险”。2021年和2022年国务院
政府工作报告又接连提出要规
范发展第三支柱养老保险。

所谓第三支柱养老保险，就
是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和商业
养老保险。今年4月，国家正式
出台《关于推动个人养老金发展
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指
出参加人每年缴纳个人养老金
的上限为12000元。国家制定税
收优惠政策，鼓励符合条件的人
员参加个人养老金制度并依规
领取个人养老金。2022年7月
初，成都已成为四川省个人养老
金先行城市。

随着第三支柱养老金加速
推进，市场密切关注其发展动
向。7月23日，天风证券刊发研
究报告《个人养老金：需求、渠道
与产品展望》（以下简称《报告》）
指出，第三支柱壮大或具备必然
性。理由是，从国内实际来看，
第一支柱可实现的替代率（指养
老金替代率，是劳动者退休时的
养老金领取水平与退休前工资
收入水平之间的比例）有限，第
二支柱受众面临瓶颈，因此第三
支柱的发展或成为必然。

《报告》认为，税优政策实质
在于通过财政激励的杠杆，撬动
居民储蓄及当期消费转化为长
期养老储备，政策力度是个人养
老金体系发展的主要驱动。但
由于我国税制差异，个税优惠操
作空间有限，预计短期内快速上
量存在掣肘，需待后续更多配套
政策催化。

张世贤对第三支柱养老金
表示赞赏，他告诉记者，“第一、
二支柱与单位挂钩，第三支柱的
推出，是养老金和资本市场深入
结合的一种创新‘补充’，能够让
普通人有更多选择。”

《意见》指出，个人养老金
“参加人可以用缴纳的个人养老
金在符合规定的金融机构或者
其依法合规委托的销售渠道购
买金融产品”。

但杨立雄对此并不乐观。
他向记者分析，“个人养老

金兼具风险保障及投资属性，根
据国人的消费和储蓄观念，宁愿
把钱存在银行吃一点利息，也不
愿意去投资个人养老金，哪怕银
行的利息再低，也图个心安。个
人养老金有可能只是少数有钱
人的投资理念。”

延迟退休将给“老有所为”
创造更多发展空间？

养老保险问题说到底是社
会问题，对于那些有能力的高知
退休人士，更多人选择“老有所
为”来解决退休后养老金与退休
前收入形成的落差。

张世贤从中国社会科学院
退休至今已5年，退休后他也没
闲着，“我是先退休后退职，现在
在清华大学等高校讲讲课，带一
带研究生。除了给家里带孩子

的这一部分老人之外，我身边退
休的不少学者，都在为社会作贡
献，来实现自己的剩余价值。”

中国的高知群体退休后“不
休”，无论对用人单位还是对个
人，都是一件有利的事情。“对用
人单位来说，不用再承担五险一
金的社会成本，机构也愿意聘这
些人；对个人而言，因为身体状
况还不错，还能够实现价值，这
是两全其美的事情。”张世贤说。

记者采访了解到，目前，越
来越多的低龄老年人有强烈的
再就业诉求，希望能够“老有所
为”。

国家在政策上也支持“老有
所为”。2021年11月24日发布
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
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要求把

“老有所为”同“老有所养”结合
起来，完善就业、志愿服务、社区
治理等政策措施，充分发挥低龄
老年人作用。

“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种谋
生手段，也是一种生活方式。理
论上说，60岁还属于劳动年龄人
口。面对即将到来的中度老龄
化、重度老龄化，延迟退休或渐
进式延迟退休应尽早出台。”张
世贤说。

目前我国的退休制度，男女
退休的年龄不一样。男性年满
60岁，女干部年满55岁、女工人
年满50岁可退休。

而大多数国家的法定退休
年龄是65岁，比如，荷兰到2024
年，法定退休年龄将提高到67
岁；意大利在工作35年后可享受
全额养老金，女性60岁退休，男
性65岁退休；丹麦法定退休年龄
将从65岁提高到69岁，这也是目
前工作时间最长的。瑞士目前
法定退休年龄为女性64岁，男性
65岁，最多可提前或延迟5年退
休；捷克法定退休年龄将逐步调
整为65岁等。

截至2021年底，全国60岁及
以上老年人口达2.67亿。据测
算，“十四五”时期，60岁及以上
老年人口总量将突破3亿，占比
将超过20%，进入中度老龄化阶
段。2035年左右，60岁及以上老
年人口将突破4亿，占比将超过
30%，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

为应对老龄化，2022年2月
21日，国务院印发《“十四五”国家
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
划》（以下简称《规划》）。《规划》共
39条，涉及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
退休年龄、公办养老机构数量、规
划布局10个左右高水平的银发经
济产业园区等多方面内容。

关于“进一步健全社会保障
制度，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
年龄”，《规划》指出，尽快实现企
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
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

这意味着，延迟退休已经离
我们越来越近，延迟退休也将给

“老有所为”创造更多发展空间。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李

志为化名）
据《中国经济周刊》

60年前的“婴儿潮”，如今已演进成“退休潮”。公开数据显示，60后群体，正以平均每年2000万人的速度持续退休。
60后退休群体中，很大一部分是独生子女的父母。由于缺少多子女供养，他们能依靠的主要是养老金。目前，我国已建立由三个支柱构成的养

老保险体系，第一支柱是基本养老保险，第二支柱是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第三支柱包括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和商业养老保险。
根据人社部数据，截至2021年末，我国养老金第一支柱占比65.76%，第二支柱占比34.23%，第三支柱占比0.01%。
第一支柱占比过半，主要承担着养老重任，面对潮涌而至的“退休”大军，如何发展第二支柱、第三支柱，让60后群体过上“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的生活？对于低龄老年人，如何促进“老有所为”让他们收获更多养老金？这是全社会共同面对的问题。

市民在上海银行排队领取养老金。 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