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董克用：我国个人养老金第

三支柱面临的四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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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领袖 | 中国财富管理 50 人论坛 

近日，中国财富管理 50 人论坛（CWM50）与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联合举办了“个人养老金三支柱发展策略受专题研讨会”，中国养老金融

50 人论坛秘书长、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特聘教授董克用出席会议并进行

点评发言。董克用分别从政策层面、产品层面、操作层面及公众教育层面

对个人养老金第三支柱的具体发展策略进行分享。董克用建议，应抓紧时

机扩大第三支柱覆盖面，并根据当下潜在客户群体特点设计具有中国特色

的养老金融产品，金融机构之间应完善基础设施配套，做好养老金融“最

后一公里”服务，同时做好养老金融培育工作。 

 

国务院《关于推动个人养老金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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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来，全社会都在等待政策落地的具体细节。本次会议恰逢其时，有利于

促进各界达成一些共识。我利用这个机会，简单谈四个观点。 

第一，关于政府政策的问题。《意见》出来之后，问得最多的一个问题：

到底将来有多少人能受益？我们确实要考虑到这个问题。可能在一开始，

受众面确实不会很广，但在试行阶段就应考虑尽量扩大这一制度的覆盖面。

我国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账户部分和现在讨论的第三支柱非常相

似，能否利用这个机会完善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等灵活就业群体的养老难点，

显得尤为重要。这个群体虽然加入了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覆盖面达 5

亿多人，但保障水平很低，截至 2020 年底，全国城乡居民养老金人均每

月仅有 170 元。能否利用这个时机，研究一些机制上的创新，吸引进城务

工且长期稳定的农民工群体尽快加入到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体系中。 

我们不一定总在 EET 税收待遇上想办法，如果不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

的人群也愿意存 1.2 万元购买个人养老金产品，是不是可以直接按 EEE 税

收待遇进行处理。或者说即使享受了不到 1.2 万元的税收优惠，个人还是

愿意付费购买养老保障产品，政策也应当予以鼓励。采取 EEE 的税收待遇

方式对国家财政而言没有什么损失。而对于低收入者，建议还是进行财政

补贴以完善其养老保障诉求。当然，目前我国财政制度在应对这一问题时

还面临一些困难，所以建议是否利用这次机会首先推动解决灵活就业人群

的养老保障问题。 

第二，关于产品设计的问题。无论是监管还是行业，都在为第三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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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产品方面做出努力，希望设计出好的产品吸引公众参与其中。一个好

的养老金融产品，就是最好的养老金融教育渠道。也需要明确的是，世界

上没有“最好的产品”，只有最适合的产品。因受众年龄段、财富状况、

心理状况、风险承受能力等各种因素的差异，某个养老金融产品无法兼顾

所有诉求。因此，在产品层面，各个金融机构在今后的实践中大有可为，

应针对差异化的客户需求进行产品设计，摸索出一套富有中国特色养老金

融产品的设计规律。我国国民有储蓄的传统，今后长期的社会养老问题该

怎么应对？现在我们讨论的养老产品已经不是针对 50 后、60 后了，储蓄

型养老产品应该针对 80 后、90 后甚至 00 后，如何设计出符合他们这个群

体的养老产品，也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第三，关于操作层面的问题。操作层面的问题，属于个人养老金“最

后一公里”的范畴，金融机构们设计好了产品，客户也觉得可以购买了，

但在“最后一公里”处出现了问题。现在银行、基金、保险等机构都各自

想自己的办法，是否可以跨行业合作，搭建跨界平台，打通“最后一公里”

的障碍，因为客户既对养老金融产品背后的设计原理不感兴趣，也不具备

相应的专业知识，他只需要一些简单的信息来判断购买哪种产品。 

我们刚刚完成了对英国“自动加入”制度的研究，发现它建立的

“NEST”平台里 98%的参与者都选择默认产品，不做自主选择，结果发

现第二年收益率不错，达到预期后就长期维持。这背后是跨行业合作的结

果，客户仅看到一个十分简洁的产品界面，而界面背后是深度的跨行业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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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435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