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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第 39 期（总第 241 期，10 月 12 日） 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 主办 

 

2017 年 9 月 9 日，由和讯网主办的第二届中国寿险发展论坛在北京饭店国际

会展中心举行。本届论坛主题为“服务实体经济 以保障创造价值——中国寿险

变革与机遇”。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出席论坛并发表主

题演讲。以下是演讲实录： 

 

商业养老保险的新机遇和新阶段 

 

大家上午好！ 

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商业养老保险的新机遇和新阶段》。今天我讲的内容有五个方面：

一是寿险业与商业养老保险的关系；二是 59 号文的意义；三是商业养老保险的定位；四是

商业养老保险的功能；五是商业养老保险面临的挑战。 

第一、寿险业与商业养老保险的关系 

大家知道，商业养老保险这个概念不是经常能够听到，而寿险业是经常能听到的，并且

寿险业里面的很多产品就是养老保险的产品，比如说年金等等。在很多国家没有商业养老保

险这样一个专门的概念，也没有专门的政策，它只是人身险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在有的国

家，由于它给予了一些政策支持，这个新的养老保险行业就变得规模越来越大，普及率就越

来越高，甚至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比如说美国 1974年发布了 ERISA（《雇员退休收入保

障法》），给予了优惠政策。于是从 1974 年到现在，根据这个法律建立的个人养老支柱就发

展得特别快。到目前为止，在 1.25 亿家庭当中，每三个家庭就有一个家庭拥有 IRA（个人

退休账户）。截止到去年，它的整体的资产规模达到了 7.4 万亿美元。这样一个规模来自于

SSL Express 

 
 

 

 

快 讯 

 
 

 

 

中国社科院社会保障实验室 

 

 



 

 

第 2 页 

哪里？来自于一种新的业态，这个业态成为普通老百姓离不开的新保险品种。在国务院 7

月份发布的第 59号文——《关于加快商业养老保险的若干意见》，决定在今年底实行税延型

商业养老保险试点，这是一个重要的新起点。刚才黄主席说人身保险业迎来了一个新的起点。

在这里我要说，59号文的发布，说明我们养老保险业迎来了新的起点。 

 

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教授演讲 

第二、59 号文的意义，包括以下六个方面 

  一是 59 号文意义重大。它的发布是过去五年里社会保障制度全面深化改革取得的“四

梁八柱”性质的最新成果，是构建多层次社会保障制度和完善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的重要标

志。我们知道在过去的 5年里，我们各个领域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在社会保障领

域，我们也取得了很多成就，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是从 1991 年国务院发布的第一个文件开

始构建的一个蓝图。但是这么多年来，第一层次基本养老保险、第二层次企业年金一直是有

税收优惠政策的，第三层次一直是缺位的。所以第三层次的发展，一直是在努力之中，而没

有成果。59 号文的发布填补了这样的空白，从此中国多层次的养老保障体系这个空白终于

填上了，所以它是一个标志性的文件，说明我们多层次的养老安全网络就此建成了。 

  二是 59号文极其重要。它的发布是推进养老保障制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具体体现，

是中央提出的“三去一降一补”中“补短板”的重要举措。大家知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

们已经搞了两年多了。在这两年的过程当中，一个重要的举措是降低养老保险费，降低其他

几个社会保险的缴费比例。对社会养老保险来说，在过去的一两年里面，在近 20 个省份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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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了一个百分点，这已经是做了非常大的努力了。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良好的第二层次、第三

层次，第一层次降低费率，那么就意味着第一层次的可持续性要受到一定的影响。第一个层

次独大的养老保障体系，它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难以持续。这样我们经济的活力也难以在新

常态下得到新的彰显。所以建立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方面。 

  三是 59号文非常及时。它的发布对保险业提出了新重点、新目标、新要求、新趋势，

是贯彻落实“新国十条”的重要体现。“新国十条”到现在发布正好三年时间了，三年来，

整个保险业为落实“新国十条”做了很多努力。59 号文的发布，商业养老保险大发展，是

落实“新国十条”一个重要的体现。 

  四是 59号文内涵深刻。它的发布对养老保险业和养老服务业“两业”的推动意义深远。

养老保险业与养老服务业是两回事，我们有的时候把它混淆起来是可以的，有的时候应该把

它们分开。因为养老服务业的概念更宽泛一些，长期内必将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启动银

发经济的新动能。养老经济刚刚拉开大幕，而养老保险业和养老服务业这“两业”的推动要

有抓手，要有新的动力。这个新的动力，我认为商业养老保险这样一个文件的发布就是一个

重要的表现。 

  五是 59号文信息量大。它的发布对撬动养老保险业和养老服务业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是一个里程碑，意味着“两业”助推“养老+”的综合新业态将正式亮相。也就是说，当养

老服务业、养老保险业成为人民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的时候，“养老+”这样一

个新的业态就会出现。在 8月份几个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养老 PPP的文件里面也提出了“养

老+”的问题，这是一个新的提法，结合养老服务业、养老保险业的发展，显然这个新的业

态在中国是一个崭新的起点。 

  六是 59号文内容丰富。它的发布对商业养老保险从概念到产品、从内涵到外延、从近

期到中远期目标，给出了定义，提出了要求，指明了方向，开辟了一个新的保险业态，甚至

对我们的保险理论也会有新的促进。 

第三、商业养老保险的定位 

  刚才讲了 59号文商业养老保险的意义，它的定位主要从三个领域可以看出来： 

  一是对老百姓来讲意味着增加退休收入，而且退休收入来源多样化和稳定化。 

  提高退休人口的消费能力，对拉动内需是有好处的。我们知道有“替代率”这个词，退

休收入占退休前收入的比重，中国基本养老保险目前的替代率是相当于 45%到 50%之间，这

个替代率在美国更低一些，38%，英国还要低，是 30%。加拿大更低，只有 25%。但是为什么

这些国家退休人口的生活过得更体面呢？收入受到的影响不是很大呢？就是因为他们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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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次的。这几个国家如果把第二层次、第三层次都加在一起，总的退休收入替代率可以达到

90%左右，几乎没有受到什么影响。 

  但是我们就不一样了，现在中国 2亿多拿退休金的人口，几乎都是完全依靠第一层次，

第二层次的覆盖面太小，只有 2千多万人口。第三层次我们刚刚建立，也就是说，我们的退

休收入太单一，大家很难靠第一层次就过上体面的生活。所以第一个定位——增加老百姓的

收入，是十分重要的，解决的是一个钱的问题。 

  二是对老百姓来讲解决的是服务的问题。 

  有了钱，能够买到服务。这个服务如果完全靠政府提供，没有市场化、专业化、多元化

的供给模式的产生，它也是单一的。社会力量、民间力量、企业积极性都调动不起来，养老

服务的多元化是很难实现的。大家知道，我们的收入是多层次的，群体也是多层次的，需求

也是多样化的。所以对于养老服务的需求，必定也是多样化的。当你提高了收入以后，还要

提高他的服务来源，服务非常重要。大家知道，我们在北京生小孩雇月嫂要很贵，失能的老

人雇一个保姆也是非常贵，并且在规范上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商业养老保险的发展可以极

大的促进养老服务业的发展，它的优势有三个方面： 

  1、商业养老保险资金的长期性、稳定性是非常重要的，有利于对养老服务业的发展促

进。由于它的长期性，投资、新建、参股、并购、租赁、托管、经营、养老社区等各种方式

就有了巨大的潜力，老年用品的这种投资也有了巨大的潜力。 

  2、老年人服务离不开医疗护理。医养结合，养老养生、健康体检等等都需要长期资金

的投入。健康和养老有着天然的联系，长期性的养老保险资金，有利于医疗护理这个领域的

发展。 

  3、可以提供综合性养老保障计划。这是第一和第二层次难以替代的重要方式，刚才董

莉女士也说了，中国的人口结构发展趋势非常严峻。我们现在 60 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

例是 16%左右，到了 2050年的时候，要达到 33.4%，意味着高于美国，高于英国，可以说高

于大部分发达国家。这样一个老龄化的社会，老年人比例逐渐提高，对新的险种的社会需求

将会日新月异。比如说老年人的意外伤害险，老年人的旅游意外险，老年人的长期护理险，

老年人的住房抵押保险等等。 

  三是客观上还有一个外溢效应，就是可以促进资本市场的繁荣发展。 

  因为商业养老保险品种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资金的长期性。发达国家保险资金、养老基

金和共同基金这三金在资本市场几乎是三分天下。商业养老保险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跨界的性

质，保险资金、养老基金都可以看到它，它有三个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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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可以作为长期大型的机构投资者依法参与股票、证券投资等领域，改善中国股市

的主体结构。大家知道，中国股市 90%是散户组成，“羊群效应”非常明显，市场稍有波动，

散户就会进进出出，换手率很高，这种“羊群效应”导致市场波动非常频繁和剧烈。如果把

散户结构换成大部分是机构投资者，情况就不一样了，它的稳定性就非常好，商业养老保险

的发展会提供这样一种资金血脉。 

  其次，非常适合参与国家重大战略工程的实施。比如通过债券投资计划、股权投资计划、

不动产投资计划、资产支持计划、保险资产管理产品等形式参与重大基础设施和棚户区改造

以及新型城镇化建设等重大项目和民生工程，参与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等。 

  最后，可以参与国家“走出去”战略。按照商业原则参与“一带一路”，比如，亚投行、

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丝路基金等开展境外市场投资。 

第四、商业养老保险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 

  一是它是个人和家庭商业养老保障计划的主要承担者。 

  这是其他两个层次所不能替代的，也是各类商业养老保障计划的主要存在形态。具体来

讲，商业养老保险可以通过积极开展个人自愿型的险种，创新发展税收递延型的商业养老保

险，使商业年金产品成为个人和家庭商业养老保障计划的首选形式。在三个方面特别突出： 

  1、“失独”家庭政策性商业养老保险应该逐步提高。在过去二三十年一胎政策的特殊条

件下，我们产生了一个特殊的群体，这个特殊的群体就是“失独”家庭。而“失独”家庭目

前政府第一层次的照顾已经做的是非常周到了。但是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需要多层次的资

金支持，商业养老保险是大有可为的。 

  2、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应发挥政府担保机制来引导市场发展。 

  3、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大家知道，从去年 8 月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在 15个城市

进行了长期护理保险的试点，在商业保险领域，长期护理保险潜力是非常巨大的，这个领域

在美国的市场也非常大，而我们商业养老保险的发展可以覆盖这个领域。 

  二是企业发起的商业养老保障计划的重要提供者，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企业年金市场，商业养老保险机构应该大有作为。企业年金的发展经过了 13年，现

在覆盖了 2300万人，7.5万个企业。在过去的 10几年里，它都是以两位数的速度在发展，

从前年开始，突然降到了个位数。2015年职工的参与率降到了 1%，2016年继续跳水，降到

了 0.37%。为什么这么快？为什么一个断崖式的企业年金覆盖成为一个问题？我觉得问题有

很多。比如说制度设计内在有一些问题，在制度设计上需要有很多改善的地方，引入一些新

的机制。需要更多的行业来引领和普及，在这个方面，我觉得保险业是有它的重要优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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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企业年金的发放早晚有一天要年金化，年金化的发放这是一个趋势，国外也是这样。

年金化就缺不了保险业，只有到保险业才能实现年金化，这也是未来一个重要的发展亮点。 

  3、扩大企业年金参与率，商业养老保险业具有优势。 

  三是社会养老保障市场化运作的积极参与者，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 

  1、参与社会保险的经办。我们社会保险的经办负荷比例与发达国家相比是非常高的。

比如说中国的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受保人口 14 亿，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受保人口 5 亿，加在一

起 19亿，这里不含新农合，新农合不在这个经办体系当中。整个经办体系有 19万人，也就

是说，它的负荷比是 1：10000。而美国的养老保障经办体系是 6.2 万人，参与人包括退休

人口 6100 万，缴费人口 1.71 亿，合在一起是 2.32 亿人。这样的话，负荷比就是 1：3500

左右。我们是美国的三倍。在目前的改革当中，我们商业养老保险机构在很多地区进行试点，

在经办过程当中承接一些业务，未来这个领域的发展也是不可限量的。 

  2、参与社会养老保障基金投资运营。基本养老保险的投资，从去年底今年初已经开始

市场化运作了，由社保基金理事会受托进行多元化、市场化、专业化的投资。在权益类领域，

主要还是靠外部投资管理人，去年选秀选了 23 个，我相信在第二批选秀的时候，保险领域

的投资者、资产管理者可以入选。 

  3、商业养老保险机构参与社会养老保险专业化服务。我个人认为，这里主要体现在精

算领域，这个非常重要。寿险业精算能力特别强，而基本养老保险领域精算的队伍还需要加

强。在这个领域，寿险业精算力量可以起到重要的辅助作用。 

  四是养老服务业健康发展的有力促进者。 

  五是金融安全和经济增长的稳定支持者。支持经济增长和金融协调，有利于与经济增长

和金融协调互动，有利于金融协调发展创新性制度的诞生。 

第五、商业养老保险面临的挑战 

  10年漫漫路终修正果。10年楼梯响，终见人下来。个人税延商业养老保险从 2007年开

始，到现在正好 10年了，我们迎来了 59号文，我们的寿险业准备好了吗？它的外部条件具

备吗？面临哪些挑战呢？我总结了四个挑战： 

  一是内部保险业要加强制度建设，外部要加强组织领导与部门协同。 

  从行业内部的要求上讲，要制度先行，要完善制度建设。比如，优化业务流程，提升运

营效率，增强商业养老保险业务运作规范性；要细化完善商业养老保险资金重点投资领域业

务规则，强化限额管理，探索建立境外投资分级管理机制。从外部环境上讲，要加强组织领

导与部门协同，地方与相关部门结合实际制定相关具体实施意见，将加快发展商业养老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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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完善养老保障体系和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总体部署，加强沟通配合，创新体制机制，

积极研究解决商业养老保险发展中的重大问题。 

  二是内部保险业要提升服务质量，外部要加强投资和财税的政策支持。 

  比如说从内部来讲，要制定和完善商业养老保险服务标准的体系，养老服务评价的体系，

推广以客户为中心的运营管理体系，养老保险老年消费体验，这些重要概念的开发，内涵的

发掘都是非常重要的。商业品牌和商业信誉的建立，对保险业来讲我觉得是一个挑战。从外

部上讲，需要一些政策支持。我们年底要进行税延型个人商业养老保险的试点，目前具体政

策没有出台。从业内来看，比例比较高一些，激励力度就会更大一些。 

  三是内部要大力发展专业机构，对外要完善地方政府对商业养老保险的政策支持。 

  从内部讲，提升商业养老保险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和专业素质，这不是一天两天能做到

的，需要我们有一套完整的计划。从外部来讲，地方政府也应该出台一些地方性的，比如说

养老用地保障政策等，还有医养结合的一些地方性的支持政策。 

  四是从保险业来讲要强化监督管理。 

  黄主席刚才已经讲了很多了。从外部来讲，我们要营造一个良好的商业养老保险的社会

氛围，这也需要我们大家共同努力。 

  我的演讲就到这里，归纳一下，主要是讲了讲寿险业和养老保险业的关系，讲了讲商业

养老保险的意义、定位、功能和挑战，谢谢大家！ 

□郑秉文（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 

原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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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简称“世界社保研究中心”），英文为 The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Social Security Studies at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英文缩

写为 CISS CASS，成立于 2010 年 5 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设立的一个院级非实体性学术

研究机构，旨在为中国社会保障的制度建设、政策制定、理论研究提供智力支持，努力成为

社会保障专业领域国内一流和国际知名的政策型和研究型智库。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保障实验室（简称“社会保障实验室”），英文为 The Social Security 

Laboratory at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英文缩写为 SSL CASS，成立于

2012 年 5 月，是我院第一所院本级实验室。“社会保障实验室”依托我院现有社会保障研

究资源和人才队伍，日常业务运作由“世界社保研究中心”管理，首席专家由“世界社保研

究中心”主任郑秉文担任。 

“社会保障实验室”于 2013 年 2 月开始发布《快讯》、《社保改革动态》、《社保改革评

论》和《工作论文》四项产品，2013 年 11 月开始发布《银华讲座》。其中，《快讯》、《社

保改革动态》、《社保改革评论》和《银华讲座》四项产品版权为“社会保障实验室”所有，

未经“社会保障实验室”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上网和刊登，

如需使用，须提前联系“社会保障实验室”并征得该实验室同意，否则，“社会保障实验室”

保留法律追责权利；《工作论文》版权为作者所有，未经作者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

抄袭、复制、上网和刊登，如需引用作者观点，可注明出处。否则，作者保留法律追责权利。 

如需订阅或退订《快讯》、《社保改革动态》、《社保改革评论》、《工作论文》和《银华

讲座》，请发送电子邮件至: cisscass@cass.org.cn。 

地址：北京东城区张自忠路 3 号，北京 1104 信箱（邮编：100007） 

电话：（010）64034232         传真：（010）64014011 

网址：www.cisscass.org         Email: cisscass@cass.org.cn 

联系人：董玉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