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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第 55 期（总第 489 期，12 月 9 日） 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 主办 

 

在我国第二支柱养老保险制度中企业年金参与率较低，发展势头不及职业年

金。企业年金应尽快引入“自动加入”机制，“双金”的均衡发展，有利于夯实

实现共同富裕的制度性基础。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撰文就

“企业年金制度改革”陈述了自己的看法，以下为全文： 

 

第二支柱养老保险“双金”要均衡发展 
 

文/郑秉文 

 

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均属第二支柱养老保险制度，为实现“双金”均衡发展，夯实共同

富裕的基础性制度，企业年金尽快引入“自动加入”机制是突破口。 

企业年金的发展不及职业年金 

职业年金实行的加入方式是“超级自动加入”，在建立只有五六年的情况下就覆盖了所

有公务员和编内事业单位人员。目前，加入职业年金的人数已达 4100 万人，超过了企业年

金人数，基金积累 1.6 万亿元，预计未来几年内就很快超过企业年金基金积累规模。 

企业年金已经实行 17 年，目前已基本建立起企业年金市场生态体系，由于监管到位，

基金管理机构自觉自律，企业年金市场至今未出现重大丑闻（英美等发达国家在养老金早期

阶段都发生过全国性的重大丑闻）。对稍有犯规苗头的管理机构实行惩戒，例如，日前人社

部公布了 3个机构资格或被取消或被暂停业务的通告，在业内影响很大。但与此同时，企业

年金也存在一些制度设计上的问题，其中，最大问题是覆盖面太小，至今参与人数仅为 2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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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基金积累 2.25 万亿元，与职业年金的发展形成很大反差。 

职业年金内部存在编内与编外，财政全额供款与非财政全额供款单位的差别在本质上是

“身份差别”，由此形成职业年金内部的“二元结构”，不同的制度设计导致这两部分群体

覆盖率的明显差异。同样，职业年金与企业年金的加入方式不同也导致其覆盖率存在明显差

异：2004 年印发的《企业年金试行办法》规定是在依法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企业

及其职工“自愿建立”年金制度，虽然 2017 年印发的《企业年金办法》将其改为“自主建

立”，但却未对“自主建立”的内涵进行专门的释义和规定，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与此前并无

两样，本质上还是“自愿建立”，对提高建立企业年金的积极性并未起到激励作用。甚至由

于经济发展大环境等诸多原因，企业和职工参与率均呈断崖式下降，从 2014 年开始，企业

参与率和职工参与率由两位数增长率降至个位数。2019 年，参与率虽有小幅回升，但总体

看，企业年金扩大参与率趋势还未显现。 

毫无疑问，造成职业年金与企业年金参与率巨大差别的主因在于，前者采用的是“超级

自动加入”，而后者实行的是“自愿加入”，制度设计上的差异性是导致年金市场发展出现

“双轨制”的根本原因。 

 

企业年金与职业年金的“双轨制”不利于社会融合 

机关事业单位沿袭的一直是计划经济时期传统的、由财政兜底的非缴费型养老保险制

度，与 2004 年私人部门即企业实施的缴费型现代养老保险制度形成“双轨制”。养老保险

“双轨制”不仅表现在是否缴费等方面，更重要的还表现在替代率上。因此，机关事业单位



 

 

第 3 页 

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势在必行。 

2015 年中央开始启动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颁发了《国务院关于机关事业

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至此，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养老保险“并轨”取

得了实质性进展，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开始建立起一个独立于机关事业单位之外、资金来源以

缴费为主、管理服务力求社会化、与私人部门养老保险统账结合基本一致、基本养老保险与

补充养老保险（职业年金）叠加的养老保险体系。虽然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在目标模

式和制度框架上与企业养老保险制度基本相同，但还是存在某些明显差异性。其中，职业年

金加入方式上就有明显的优势，而企业年金的加入方式致使其参与率过低，近年来增长率几

乎处于停滞状态。 

年金制度的“双轨制”不仅导致出现社会排斥，重要的是由此造成的“年金歧视”致使

建基于个人资产的账户制养老金难以普及开来，不利于社会融合与社会稳定。事实证明，建

立一个以养老金为主体的资产型社会是长治久安和社会融合的基础。美国华盛顿大学（圣路

易斯）教授迈克尔·谢若登于 1988-1990年提出著名的“资产建设理论”主张，每一个社会

成员均应建立一个“个人发展账户”（IDAs），它是资产为主的福利政策的载体。谢若登说：

“参加的人越多，国家就越强大。”谢若登建立的社会保障资产建设的理论对美国社会保障

制度改革和推广普及建立第二、三支柱养老金发挥了重要作用。谢若登关于构建资产型社会

的设想具有深远意义： 

在个人方面，可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社会互动方式，激励追求人生长期目标促进人力

资本的开发，为个人创造未来新取向和新职业。 

在家庭方面，可促进家庭稳定，在生病、失业和婚变时减少收入波动，增加后代的福利

水平等。 

在社会方面，有恒产者有恒心，更多地关心和爱护社会稳定，有利于社会均衡、社会祥

和与社会进步。 

养老金制度的最佳国际实践证明，越是社会资产丰厚的国家，其家庭财富在国民财富中

的占比就越高。近年来，发达国家“私人养老金资产”（指第二和第三支柱养老金）在家庭

财富净值构成中的占比不断提高，不少国家都在 20%左右，如加拿大是 24%，美国是 25%，

英国高达 42%。 

第二支柱养老保险“双金”均衡发展的政策建议 

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以下简称“双金”）均属第二支柱养老保险制度，建立这个制度

的初衷是为提高劳动者总体退休收入水平，使退休收入来源多样化，增强退休收入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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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来，第二支柱养老保险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一个基础性制度，如果由于制度设计的原因，

第二支柱养老保险“双金”发展失衡，一部分退休人员养老金收入替代率高，绝大部分人没

有这个收入来源，不能享有经济发展成果，那就显然不利于促进共同富裕，甚至会加剧社会

不公和极化发展。 

为实现“双金”均衡发展，夯实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制度，企业年金尽快引入“自动加入”

机制是突破口。机关事业单位实行“超级自动加入”，是指没有置入职工的“选择退出”制

度设计。企业年金可引入“标准的自动加入”机制，即职工有权利申请“选择退出”。 

发达国家的实践证明，引入自动加入机制对扩大年金制度来说效果十分明显。2006年，

美国通过《2006 养老金保护法案》及时引入自动加入机制，从而掀起了促进养老金发展的

一场革命，为扩大第二支柱养老金制度发挥了重要作用。2008 年，英国推出了《2008 养老

金法案》，正式引入自动加入机制，挽救了英国企业年金的颓势，提高了私人部门企业年金

的“有效参与人数”。 

第二支柱养老金引入自动加入机制对低收入群体、刚入职工作的群体、青年职工群体这

三个群体具有明显的激励作用，进而拉动了企业年金的参与率。对此，美国和英国曾对其立

法前后自愿加入和自动加入的实际效果进行过统计。例如，纵向比，2006 年美国第二支柱

养老保险的参与率是 66%，但后来很快就提高到 77%；横向比，在美国采取自愿加入的雇主

计划里，其参与率是 58%，但在采用自动加入的计划里，其参与率高达 88%。 

引入自动加入机制是提高企业年金参与率的重要改革选项，应尽快纳入多层次多支柱养

老保险体系改革的议事日程，尽快进行试点。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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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工作论文》。《快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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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论文》，请发送电子邮件至: cisscass@cass.org.cn。 

地址：北京东城区张自忠路 3 号院东院北楼 

电话：（010）84083506         传真：（010）84083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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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董玉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