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董克用：从三个方面发力，

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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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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个人养老金制度落

地与行业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会。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新型城镇化、

就业方式多元化加快发展，我国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

如何推动我国个人养老金发展，如何推进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建

设，如何促进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发展，值得深入讨论和研究。为此，

CWM50 邀请在该领域具有研究专长和深厚造诣的专家学者进行深入讨论

与交流，以期为我国养老保险体系建设提供参考与建议。清华大学教授董

克用出席会议并作点评发言。 

 

董克用认为，个人养老金业务开局良好，弥补了我国多层次、多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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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金体系的一大短板。但作为首次由居民个人决策的养老制度，其建设

过程必将是一场持久战。董克用建议，关于个人养老金制度建设，重点应

在以下三方面发力：一是要优化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政策，吸引更多居民

参与其中，以更好地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二是要继续加大宣传教育，

提高居民参与率，增强制度的可持续性。三是要注重平台服务能力建设，

通过跨行业线上线下联合，为投资者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把净值波动管

理等问题交由平台解决。国家也应该出台相应政策，稳定养老金用户信心，

促进平台服务的不断完善。 

谢谢邀请，听了各位领导和专家的演讲，我有三点感受。 

第一，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业务开局良好。个人养老金政策的落地时

机和政策内容都很好，市场反应也很快，这说明居民确实意识到了个人养

老金的重要性，各机构也高度重视。总的来看，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业务

开局良好，弥补了我国多层次、多支柱养老金制度的一大短板。 

第二，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建设将是一场持久战而非速决战。尽管开

局良好，但还是要做好持久战的准备。个人养老金制度无论对政府、业界、

居民个人都将是很大的挑战。因为第一支柱基本养老保险是保基本，虽然

有个人账户，但除了按时缴费，无需个人操心；第二支柱职业年金覆盖机

关事业单位，方式是自动扣除，企业年金只覆盖了不到 10%的企业职工，

老百姓感受并不深。只有第三支柱个人养老是首次需要居民个人决策，要

通过居民延迟消费、主动投资，因而参与者会十分关心资金能否保值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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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方面挑战是相当大的。个人养老金业务的关键不仅是产品，而且是服务。

如果让居民牺牲了流动性，却不能获得一定收益，舆论影响将会非常大。

从这个角度看，个人养老金建设必将是一场持久战。 

我国养老金制度建设曾经有一场速决战。2009 年新农保推出时的政策

目标，是从试点逐步推开，到 2020 年实现全面普及。但从实践情况看，

政策利好使各省都在积极推动，两年后就实现了全国各省普遍实施。2014

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合并，成为了全世界规模最大的第一支柱基本养

老保险，这一过程就属于速决战。但本次一定是持久战，各方都要做好准

备。当前个人养老金制度并非尽善尽美，特别是在吸引哪类人群方面，有

很多不同的声音。但这也属于正常情况。毕竟发达国家积累型养老金制度

也花了 40 年时间，才达到当前的积累水平。 

第三，打好个人养老业务的持久战，需重点从三个方面发力。一是税

收优惠和财政补贴。对于纳税居民来说，税收优惠是比较直观的；但对于

未纳税居民来说，当前税优制度的吸引力相对较小。因此，在税收和财政

补贴方面，我们还需进一步思考。建议制度试行一年后对数据进行分析，

想方设法吸引更多居民参与进来，这对于未来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也非常

有利。 

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是发展个人养老金制度的根本目的。根据联合国

的最新预测结果，我国的人口老龄化并非在 2050年达到高峰后就能下降，

而是可能一直持续到本世纪末，届时，我国 65 岁以上老人占比可能将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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