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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银发经济的特点 

有一点必须指出，我国老龄群体的特殊结构决定了银发经济的特点。 

第一，城乡之间收入的差距巨大。城乡收入之比尽管近年来有所缩小，

但 2020 年仍达 2.56，而且农村居民的收入一半以上来自于城镇打工汇回

的收入。老年人的收入差距更大。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金月平均水平接

近 3，000 元。农村居民基本养老保险金月平均水平不足 200 元，而且是

政府做了大量补贴才达到的。农村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府的补贴比例更

高，超过个人缴费水平的两倍。由于缴费少，保障水平相对较低，重点是

保大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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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城镇企业职工平均退休年龄为 54 岁，与传统的老年人相比，

收入更多，受教育程度更高，也追求更有品质的生活，如购物、旅游、“候

鸟生活”、“医养结合”等，对各个产业都产生大量的需求。70 岁以上的

老人医疗和养老的需求会大幅度增加，同时其他方面的需求仍旧十分可观。

发达国家大多已进入老龄化社会，法定退休年龄基本在 65 岁以上。我国渐

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政策可能在 2021 年或者 2022 年出台，已经较晚，

但是必须出台，否则经济社会都是不可持续的。这样一种退休年龄结构使

得我国银发经济很有中国特色，相信商界人士早已观察到发展机会，我就

不必多言。 

第三，农村的银发经济与城镇明显不同。城镇主要是创造需求。而一

些农村人口，五六十岁还在打工，相比之下，按照城镇企业职工的退休政

策，这类工种是可以提前退休的。由于网络信号全面覆盖和手机的全民普

及，农村人口包括老年人也容易触及各类商品和服务，需求被释放出来。

很多电商和服务平台向下层延伸，满足县乡以及农村的需求。 

第四，不同于发达国家先富后老，我国是未富先老，必须保持尽可能

高速度、高质量的经济增长。退休年龄过早影响我国经济的可持续性，另

一方面较早退休的人群中有大量的高素质人群，要尽可能调动他们的积极

性，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例如可以做职业培训工作，包括满足老年人“老

有所学”的需求。“十四五”规划提出“积极开发老龄人力资源，发展银

发经济”的任务要求是全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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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一些极具中国特色的相关制度，有很大的缺陷，要继续并持之

以恒加以改进。例如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都由地方管理，中央主

要做政策指导，各地的政策不统一，接续难。影响劳动力流动和退休后的

生活。目前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正在向全国统筹过渡。随着经济社会快

速数据化转型，养老金远程支付已不难。相比之下异地就医，基本医保远

程支付就困难得多，主要因各地纳入保险的病种、药品、服务及个人支付

比例等等都不尽相同。要继续加强制度统一和异地接续的力度，过渡到全

国制度统一还需较长的过程。 

2021 年 11 月 24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

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主要聚焦于加快建立健全相关政策体系

和制度框架，推动老龄事业高质量发展。银发经济大部分可以商业化发展，

还有相当一部分具有准公益性质。“意见”中含有支持和扶助市场主体参

与老龄事业发展的内容。市场力量和政府政策相结合，可以有力地推动银

发经济高质量发展。在学习中可以看到，面对地区和城乡差别巨大的国情，

“意见”针对二元经济结构提出了共同但又有区别的政策体系，在制度框

架上着力打破城乡和地区隔阂，是实事求是，指导性很强的。 

以上主要是结合我国二元经济的特点谈银发经济，并提出了一些发挥

优势和弥补弱势的办法。根本性地解决问题还要靠认真贯彻“意见”和大

力推进改革。 

探索适合国情的养老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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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还提出“尽快实现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健全基本

养老保险待遇调整机制，保障领取待遇人员基本生活。大力发展企业（职

业）年金，促进和规范发展第三支柱养老保险”这部分内容直接针对养老

保险三支柱，对发展适合国情的养老金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于第一支柱 

我国社会养老保险以地方管理为主。其他国家是由中央政府统收统支，

统一管理，有助于劳动力跨域流动。法国是个特例，行业碎片化，分行业

垂直管理，是重大缺陷。“意见”提出“尽快实现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全国统筹”，经过长期研究，我认为这仍旧是一个过渡形态，还需尽快实

现国家税务总局直接征收社会养老保险费，在统收的基础上实现中央统支，

在中央统一管理下，各地的缴费和待遇水平可有不同，但缴费核定和待遇

调整制度要统一。 

“意见”还提出“健全基本养老保险待遇调整机制，保障领取待遇人

员基本生活。”这句话直指要害，社会养老保险待遇调整，应当在长期精

算的基础之上，给出中长期待遇调整公式并向社会公开，在争取社会共识

的基础上保持社会养老保险可持续。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就有“坚持

精算平衡原则”的相关表述。但实际的做法是一年一定，并未做长期精算。

“意见”进一步提出，“保障领取待遇人员基本生活”，这句话十分精准，

符合一般规律。按照精算平衡原则，待遇调整通常是参照工资增长、物价

变动和老龄化演进的趋势来测定中期调整公式，并且每年都做国家精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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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金融主要包括第二支柱和第三支柱，但第一支柱是基础，其构架

和运行机制对其他两支柱的发展有重大影响。 

关于第二支柱 

“意见”提出“大力发展企业（职业）年金”。第二支柱的特点，一

是在参与的人员范围内实现统筹共济，风险共担。因此筹资比例、个人退

出政策、年金给付政策以及委托投资管理人等事项，都需职工代表大会参

与确定。二是国家有税优政策规定。包括企业缴付部分和个人缴付部分按

工资的不同比例在当期个人所得税税基中扣除，以及受委托基金年度个人

分红暂不纳税，实行在年金提取时递延纳税政策。三是对受托基金各类资

产配置的比例边界做了大致的规定，并避免投资风险过高的金融产品。目

前企业年金委托投资基本正常，截至 2020 年底各地的职业年金也都开始

委托投资。 

问题在于参与企业年金的企业不多，主要是国企和部分大型民企，反

映出在激励机制上存在问题。企业年金在各个国家发展是不平衡的，与第

一支柱的制度替代率高度相关。例如美国的“401K”为第二支柱，发展的

规模非常大，相应的其第一支柱制度替代率长期为 38%，近年来由于不可

持续而有所下降。欧洲国家第一支柱制度替代率大多在 50%以上，相应的

第二支柱发展规模远远不足。相比之下，英国第一支柱制度替代率仅为 28%，

第二、三支柱最为发达。我国官方公布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替代

率为 58.5%，但是以缴费基数作为测算依据。由于缴费基数总体上低于社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407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