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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第 30 期（总第 609 期，10 月 21 日） 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 主办 

 

本期《快讯》刊发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教授在 8 月 17

日召开的“2024 人身险高质量发展研讨会”上的演讲稿，演讲主题为《养老金

融大文章与保险业的作为》，全文刊发如下： 

 

郑秉文：养老金融大文章与保险业的作为 

 

8 月 17日，由新浪财经和慧保天下共同主办的“2024 人身险高质量发展研讨会”在苏

州举办，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出席大会并发表题为《养老金融大文

章与保险业的作为》的演讲。 

养老金融大文章与保险业的作为 

大家上午好！感谢会议主办方对我的邀请，本次我演讲的题目是《养老金融大文章与保

险业的作为》，今天的分享主要分为四方面。 

一、养老金融的提出及其重要意义 

养老金融概念是去年 10 月底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来的，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第二次

在重要的会议上对五篇大文章，对养老金融重要性做了一次阐述——积极发展科技金融、绿

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加强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优质金

融服务。 

2016 年，我曾经对养老金融的政策基础和概念做过一些研究，养老金融是指以养老金

增值保值、保障退休收入水平、满足老年人金融需求、确保养老产业金融可获得性为目的，

为老年人提供的各类金融产品和服务活动。主要包括三方面：一是养老金金融，二是个人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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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金融，三是产业养老金融。第一 To P 的，第二是 To C 的，第三是 To B 的。 

养老金金融是指养老金计划，在中国有三个养老金计划和一个资产支持：第一支柱、第

二支柱、第三支柱，加一个资产池，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我们通常叫“3+1”。 

个人养老金融是 To C 端的，围绕个人提供的养老金融服务，包括支付、储蓄、理财、

信托、保险、公募等等。 

第三是产业养老金融，满足养老产业的各种投融资的需求。在中国人人皆知的就是保险

业最出彩的一个重要领域，险资支持的养老社区，这在中国是一大亮点，也是保险业的一大

亮点，是养老产业重要的亮点，这在国外是很少的。 

养老金融理念的渊源，可以追溯到 2011 年、2013 年、2015 年这些年间的一些文件，其

中曾提出一些理念。养老金融的学术意义即利用养老金融的概念对养老金融做一个回顾，这

个回顾是有学术意义的，进而可以在未来带来一些深远意义。 

养老金融是一个概念体系，同时也是一个分析方法。从分析的方法来讲，养老金融、养

老保障、养老体系是不一样的。有的国家有养老保障，但是没有养老金融，例如希腊。但是

有的国家既有养老保障，也有养老金融。 

既然有两种方式，两条道路，养老金融就可以作为一把衡量的尺子。显然过去这几年来，

养老金融经历了四个阶段，我们用养老金融的养老金金融、个人养老金融、产业养老金融三

大领域来衡量这四个阶段的重要性的标志。 

第一阶段是从 1986 年一直到 2000 年，这个阶段是养老保障刚刚建立。1986 年是试点，

1997 年全国才统一制度，我划断到 2000 年，这是养老金融的酝酿阶段。因为在这个阶段没

有什么养老金融的因素。 

从 2001 年开始到 2014 年是萌芽阶段。2001 年全国社保基金已经设立了，我们首次有

了养老金的投资。在这期间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第二支柱在 2004 年企业年金建立并且投资

了，这是一个重要标志，今年是企业年金的 20 年。个人养老金融方面，养老保险开始增加。

在养老产业金融方面，养老社区性信贷的文件、支持性文件出现了，也就是 2015 年出现的

央行等五部门的文件。 

2015—2022 年是成长阶段，也有几个标志性事件。在养老金融方面，第一个标志性事

件是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基金投资了，我是参与争论者之一。第二个标志性事件是

城乡居保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也开始投资了。第三个标志性事件是职业年金建立，并且开始投

资。个人养老金融服务领域，有几个特点，一是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产品诞生，第二个是

普惠性的保险产品，如意外险等等出现了。产业养老金融领域，在这个阶段重要的实践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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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养老社区”项目从零开始到现在，已经出现了一百多个。 

第四个阶段是高质量发展阶段，即 2023—2035 年，这期间有几个标志性事件：一是个

人养老金建立了；二是长期护理保险将推向全国；三是完善三支柱各种改革；四是整个养老

金体系向两个方向开始转变——从人口红利型向资本红利型转变，从负债型体系向资产型体

系开始转变。个人养老金融领域、养老目标基金、养老储蓄产品、银行理财产品、养老保险

产品、商业长护照护保险产品等等都开始发展起来了，这是在高质量发展阶段。 

产业养老金融领域，高端的保险和养老社区与普惠型的养老社区，医康养融合发展的阶

段将会有比较大的发展。在这三个领域当中，我们都有相应政府政策的引导和支持。 

“养老金融”的深远意义，从学术研究的领域，他作为工具来衡量我们养老保障制度，可

以看到中央提出的概念等于是指出了一个方向，确定了一个发展道路。中国的养老保障是从

缴费、财政走到今天金融。 

如果中央不明确提出养老金融这个概念，我们能够这么理直气壮地发展养老保障金融

化，提高金融化程度吗？未必。如果说世界上有两种养老保障制度，一种是有养老金融的，

一种是没有养老金融的，那么从中央提出这个概念的这一天起，我们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发展

养老金融了，就是养老保障里面应该有金融的因素。 

养老的主权财富和家庭财富共同发展，这是养老金融重要的内容，养老财富的物理形态

就是养老金融，养老金融可以区分成主权财富和家庭财富。主权财富分为主权养老基金和第

一支柱公共养老基金，家庭财富包括第二支柱职业养老金和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与国外相

比，中国的主权财富和第一支柱共占 GDP 的 7%，盎格鲁-撒克逊六国是占 20%，养老金七

强是占 24%，七国集团是占 10%，全球是占 8%左右，将近 9%。第二和第三支柱，我们合

计才 2.5%，而发达国家都是 100%，盎格鲁-撒克逊是 129%，养老金七强国家是 117%，七

国集团是 91%，全球平均是 72%，中国比全球的平均水平还要低，这就是发展养老金融重

要的意义。 

二、保险是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重要的组成部分 

李云泽局长在外滩讲话时说保险是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该如何理解

呢？我的理解是，世界银行对养老金体系的描述有一个变化，1994 年描述为三支柱，11 年

后又扩展成五支柱了。第四支柱保险是重要主体。在家庭金融财富安排当中，一个是公募，

一个是保险，两类主要的产品，保险占了一半。 

保险在多层次社保体系中具有不可替代性。刚才我听到东吴人寿参与了苏州的惠民保，

参与了苏州长护险的服务提供等等。国外保险业是没有发挥这类作用的，而中国金融业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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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和发展之路中，中国保险业承担了六个功能。 

三、保险对社会保障体系薄弱环节的重要补充 

第一，保险为“两新”就业人员量身打造保险产品，这是社保体系一个重要的薄弱环节，

保险在这个环节发挥了重要的补充的作用，两新就是新市民和新就业群体。 

第二，推动健康保险与健康管理深度融合。大家都知道，中国的家庭医生签约率很高，

但实际情况并不算理想，我个人觉得，最终能承担这个功能的恐怕是保险业。卫健委近日发

布的 16 部门文件《关于印发“体重管理年”活动实施方案的通知》提出，鼓励商业健康保险

与健康管理深度融合，也就是健康管理的最终重要承担者就是保险业。 

四、保险业降本增效、高质量发展的挑战 

第一，经济下行对保险业的压力，降本增效。保险密度提高了 1000 元从 2017 年的 2632

元提高到 2023 年的 36035 元，但是保险深度是有波动的，2021 年、2023 年有所下降。1992

年的个人营销制度，从 900 万人减少到 200 多万人，这些都告诉我们，保险业要深化改革，

降本增效。 

第二，报行合一与银保渠道的压力。我提出两个想法，一是全面深化银保合作，二是

持续推进“报行合一”，报行合一肯定也是对保险业的挑战。 

第三，扩大代理渠道的可行性。5 月份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印发《关于推进普惠保险高质

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探索委托邮政办理专属普惠保险服务”，我这里做了一点小功课，

下一步保险的非银行、非金融渠道、中国邮政的加入恐怕未来对我们的销售渠道是一个改革

的亮点。 

我的发言就到这儿结束，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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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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         Email: cisscass@cass.org.cn 

联系人：董玉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