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毕马威：中国养老金融市场亟待发力 

随着中国老龄人口的不断增多，“银发产业”中的养老金融市场逐渐成为各方关注的焦

点。有数据显示，中国 2015 年 60 周岁及以上人口达到 2.21 亿人，2011~2015 年期间平均每年

增长老年人 887 万人。伴随着中国老年人口结构和多层次服务需求的变化，使以个体家庭为主

的传统养老方式难以持续。在如何化解养老服务的刚性需求与资金投入压力的难题之下，持续

完善养老金保障体系和养老金融产品的创新显得尤为重要。 

毕马威分析显示，目前中国超过一半的多元化养老支出由个人或家庭承担，该传统模式随

着独生子女政策带来的“421 家庭结构”而变得越来越难以实现，建立一个多层次的养老支付

保障体系，使基本养老保险、企业年金以及商业养老保险作为多层次养老支付保障的做法值得

借鉴。毕马威预计，随着养老金改革的深化，未来 10 年中国养老金总规模的年化平均增速将超

过 15%，到 2025年总规模有望达到 45万亿元，占GDP的 45%左右。从世界范围看，截至 2013

年底，OECD 国家的公共养老金储备规模占到了 GDP 比例的 18.3%，而我国的这一比例只有

7%。 

随着中国养老保障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和相关政策的陆续出台，各金融机构在养老金融产品

创新和建设方面进行了多角度和深层次的探讨和思考。6 月 21 日，毕马威发布的《中国养老金

发展的战略趋势探讨》报告重点探讨了建设多层次（三支柱）的养老金保障体系，以应对中国目

前相对匮乏的养老服务的核心建设问题。毕马威认为，经过长期的发展和建设，中国的三支柱

养老保障体系正在逐渐变得清晰。具体而言，第一支柱包括基础养老保险及其储备基金；第二

支柱作为补充养老金，包括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第三支柱则是个人商业养老保险。其中，第

二支柱企业年金在过去 10年的年化增速达到了 30%，是三个支柱中最高的，但规模仍然最小，

只覆盖了城镇就业人数的 5.7%。针对第二支柱的发展，毕马威金融战略咨询总监张浩川认为，

现有的企业年金牌照持有人缺乏开展新业务需要的手段和资源，牌照的稀缺也限制了这一市场

的发展速度。如何通过顶层设计重新激发第二支柱市场的增长，是摆在全行业面前的挑战。 

毕马威建议，与基本养老保险和企业年金发展类似的是，商业养老保险的市场化程度也需

要进一步提高。针对目前中国的商业养老保险渗透率低、发展相对较为缓慢的情况，毕马威中

国养老金行业合伙人叶成森给出建议，包括配套政策激励，参与者调整业务战略、优化产品设

计并加大渠道投入等。此外，毕马威认为，养老金产品的设计也有广阔的发展空间。无论是商

业保险公司、社保基金的外部资产管理人，还是专业的养老金公司，都可以结合目前中国养老

保障体系的特征，对养老产品的目标客户群和需求做更详细的分析，开发出能够发挥第三支柱

保障作用的养老保险产品。 

有经济学家表示，总的来说，我国养老金融产品匮乏，更缺乏针对老年人的产品创新，我

国目前的养老金融产品和服务体系相对于发达国家还很单薄。在家庭护理功能明显下降、老龄

化加剧的压力下，老年人的护理已经成为我国一个较为重要的社会问题且存在多处金融空白。

因此，从这个角度而言，我国未来养老金融领域在产品和服务方式上的创新空间将十分巨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