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8/23, 11:07 AM 老龄化VS新产业：应大力发展养老金和长期寿险市场，将老龄化问题转化为发展机遇 - 21财经

https://m.21jingji.com/article/20231103/herald/aaa8b0486baaa447740101b39556fa6b.html 1/3

老龄化VS新产业：应大力发展养老金和长期寿险市场，将
老龄化问题转化为发展机遇

南方财经全媒体记者 郑嘉意 北京报道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事关国家发展全局与亿万百姓福祉。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数量多、速度快、差
异大、任务重的形势和特点，对我国老龄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

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达2.64亿，占总人口比重达18.7%，其中65岁及以上人
口比重达到13.5%。国家卫健委发布信息显示，2021年，我国居民人均预期寿命已提高至78.2岁，迈入
长寿时代已成社会趋势。

如何提升长寿时代下老年群体的生命质量和人生体验，已成为社会各界关心的重要议题；如何看待老龄
化与现代化产业建设间的关系，也引发了市场的讨论与关注。

老龄化对新产业发展既是危，更是机

面对人口老龄化的快速发展，卫生健康事业亟需未雨绸缪。十年来，我国人均预期寿命由74.8岁增长到
78.2岁。

但值得注意的是，我国老年人平均有8年多的带病生存期，超过1.9亿老年人患有慢性病，患有一种及以
上慢性病的比例高达75%，老年人健康水平有待提高，涉及养老的医疗、康养等产业仍需发展、完善。

10月28日，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原副理事长陈文辉在北大赛瑟论坛上谈及老龄化对新产业的影响，
指出老龄化问题对我国来说既是危，更是机。

陈文辉指出，长寿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标志，老龄化是人类社会进步过程中必然出现的问题。然而，老龄
化也是经济社会发展衍生的“灰犀牛”风险。“老龄化对我国来说既是挑战，更是机遇，应当积极应对。我
国应对老龄化的核心在于发展养老新产业，积累充足的养老金，支持现代产业建设。”

一方面，老龄化从需求角度促进新产业发展。

具体而言，陈文辉表示，一是老龄化加速了社会化养老产业的兴起。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们的生育意

愿降低，少子化和家庭小型化的特征逐渐显现。失能和独居老人对社会化照顾的需求越来越大，为以养
老社区为代表的养老院产业带来了发展机遇。

二是老龄化促进了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型。陈文辉指出，在老龄化的背景下，劳动力成本上升，我
国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减弱，因此采用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技术进行产业改造和升级成为
必然选择。“此外，由于老年人对康养和照护的需求很大，人力成本的上升也推动了人形机器人产业的
发展。三是老龄化带动了医药健康产业的蓬勃发展。年龄增长与患病概率和用药需求显著正相关，在老

龄化的背景下，全球医药健康产业投资活跃，中美遥遥领先。”

另一方面，老龄化从资金供给角度促进新产业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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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辉表示，我国2021年养老金资产占GDP不足10%，远低于OECD国家50%的平均水平。为了应对老
龄化带来的财务问题，必须积累大量的养老金。同时，养老金的积累也将有助于形成大量的长期耐心资
本。缺乏长期耐心资本是我国现代产业发展的制约因素。尽管我国当前并不缺乏资金，但缺乏长期耐心

的资本，这导致中国企业缺乏原始创新能力和动力，从而制约了科技创新产业等现代产业的发展。

“目前应该大力发展养老金和长期寿险市场，将银行储蓄转化为长期资本，投资现代产业建设，支持原
创性科技创新，以获得高额长期回报。”陈文辉表示，“通过积累成规模的养老金，将老龄化问题转化为
发展机遇，更好地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还需不断发展、完善第三支柱养老保障

如上所述，老龄化趋势下，势必催生出更多新产业的需求与资金供给。这同时意味着，养老金对老年群
体的生活质量、养老产业的发展机遇都至关重要。

近年来，养老金融政策频出。2022年4月21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个人养老金发展的意
见》，要求推动发展适合政策支持、自愿参加、市场运营的个人养老金，与基本养老保险、企业（职
业）年金相衔接。

2022年5月，银保监会发布《关于规范和促进商业养老金融业务发展的通知》，推动银行保险机构更好
服务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建设；6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银保监
会、证监会联合发布《〈关于推动个人养老金发展的意见〉宣传提纲》，要求准确把握政策要点，通过
多种方式加强宣传4月推出的个人养老金政策。

2023年8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关于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与个人养老金衔接有
关事项的通知》，对税延养老保险试点与个人养老金衔接过程中的工作要求、业务调整、产品管理、保
单转移等进行明确。

针对个人养老金制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指出，2022年，我国个人养老金制度破
冰，担当着第三支柱养老保障的重任，肩负着人们对深度老龄化背景下美好生活的期待。

记者注意到，保险产品方面，据中国银行保险信息技术管理有限公司官网显示，个人养老金保险产品名
单扩容至69款产品，涉及22家保险公司。

王国军表示，“在当前的国家和个人养老责任，以及我国三支柱养老保障制度建设的发展现状下，发展
第三支柱养老保障有其必要性。保险在养老金融中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但由于银行、证券、信托、基
金旗下的个人养老金也有各自的吸引力，谁能胜出，还要看产品和服务创新的能力。”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针对养老金市场的长期稳定发展，恒安标准养老保险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万群分
享了英国养老市场发展经验作为参考。

万群指出，随着老龄化、长寿化进程的推移，英国养老金面临长寿风险挑战。雇主养老金管理模式变化
体现了长寿风险在雇主和职工间的分担，CDC模式应运而生。

“英国个人养老金市场根据客户资产规模和风险偏好，提供多元化的产品、服务和契合客户差异化的养
老投资需求。个人养老金应提高为客户创造价值的能力，如精细化、专业化的产品设计和安全、可持续
的养老保障。”万群表示，“养老金项目也离不开政府助力，英国的养老金面板项目为民众提供了一站
式、可视化的养老金查询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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