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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位客户推着家中八旬老人来
到农行淮河新城支行补办社保卡,客户表
示因老人丢失的社保卡是用于退休工资
发放的，所以老人非常担心领不到次月
工资。

网点大堂经理一边安抚老人,协助其
办理原卡的挂失止付，一边为其办理新
的第三代社保卡。

在银行工作人员的安抚下,拿到崭新
社保卡的老人终于露出笑容。

“你们农行的服务太周到了，特别
照顾我们老年人，特别有耐心,在农行
办理业务很舒心。”老人在办理完业
务后,对农行网点的适老化服务称赞不
已。

本报通讯员 陈雅斯

耐心服务

让老人竖起“大拇指”
>>>>

2022年4月21日，个人养老金顶层制度设计文
件——《关于推动个人养老金发展的意见》（以下简
称《意见》）出炉，至今已满一周年。一年来，多部门
发布相关配套规则，推动个人养老金平稳落地；经
过多次扩容后，个人养老金投资产品已超650个；
在机构大力推广下，个人养老金参加人数接近
3000万户，入金规模接近200亿元。

市场人士普遍认为，大力发展个人养老金制
度，夯实国民补充养老的自我保障能力，对我国
家庭理财模式及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必将产生重大
作用和深远影响。未来，随着各项配套规则的优
化完善，个人养老金将迎来高质量发展阶段。

稳起步：参与人数接近3000万户
去年《意见》发布后，相关配套细则和产品

陆续出炉。2022年11月4日，《个人养老金实施办
法》《关于个人养老金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的公
告》《个人养老金投资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业务
管理暂行规定》 发布；证监会于 2022 年 11 月 18
日发布了首批个人养老金投资基金产品和销售机
构名录；2022年11月23日，首批个人养老金保险
产品名单出炉。2022年11月25日，个人养老金制
度在36个先行城市（地区）正式实施运作。

“当前我国个人养老金制度构建逐渐完善，为
个人养老金后续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保障。”中国财
政学会绩效管理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张依群表示，
一年间，全国主要城市和重点地区已经开始个人
养老金制度先行先试。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
和个人收入的不断提高，以及养老自主意识的不
断提高，个人养老金将加速发展。

个人养老金制度落地实施后，产品持续扩
容，开户入金规模稳步增长。据国家社会保险公
共服务平台、证监会网站等相关网站综合统计，
目前，个人养老金产品经过多次扩容后达到 658
只，包括143只公募基金、32只商业养老保险、18
只理财产品、465只储蓄存款。

据记者了解，截至 2 月底，个人养老金参加
人数接近3000万户，其中900万户入金，合计入
金规模接近200亿元。

“个人养老金作为养老第三支柱的核心，在各
项政策以及金融机构的发力之下取得了一些阶段
性成果，有效填补了第三支柱的空白。”中信证券
首席经济学家明明表示，但当前个人养老金缴费
规模增速不够，未入金账户较多，个人养老金业
务全面推行需加速推进。

博时基金表示，个人养老金制度作为我国积
极应对老龄化的重要战略部署，目前仍处在起步
阶段。随着投教宣传全面推广，个人养老金账户
数量以及缴费率提升，养老产品扩容以及其他利
好政策推出，个人养老金业务会迎来高速发展。

秀实力：产品业绩表现优秀
“我国的个人养老金为个人账户制，由参加人

自主选择金融产品，通过市场化运营实现账户积
累，也就是参加人将直接面对养老金投资中的收
益和风险。”南方基金FOF投资部总经理李文良表
示。

从四类个人养老金产品来看，储蓄存款产品
期限长，年化收益率较为稳定；商业养老保险设
置了进取型、稳健型两类产品。目前，理财产品
和公募基金净值都在 1 以上，18 只理财产品中，
固定收益类、混合类分别有15只、3只；公募基
金均为养老FOF基金，权益投资能力较强、具有
长期业绩优势。据Wind资讯数据统计，截至4月
20 日，143 只个人养老金基金今年以来复权单位
净值增长率平均约为3%，平均年化收益率超9%。

“整体来看，个人养老金基金产品业绩表现优
秀，今年以来绝大多数产品取得正收益。”川财证
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所所长陈雳表示，从长期
来看，除了关注收益率指标，还应该综合考量个
人风险偏好、未来预期等多个因素。

据记者了解，目前个人养老金投资规模 100
多亿元，其中公募基金投资金额占比超过三分之
一。

“公募基金在个人养老金发展中有着不可替代
的优势。”李文良表示，随着国内个人养老金行业
的积累和发展，公募基金的整体占比一定会不断
抬升。投资者应尽量从中长期角度出发做出投资
决策，避开短期情绪影响。

个人养老金有望为资本市场带来稳定长期活
水。博时基金表示，长期来看，在我国老龄化压
力不断增大的背景下，个人养老金发展一方面有
利于缓解养老压力，另一方面，将为资本市场引
入大量长期资金，有助于完善资本市场投资者结
构，有利于促进A股市场进一步稳定发展，更好地
分享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科技创新的红利，实现经济
发展和养老的双赢。

观当下：“吸金”有待加速
个人养老金业务已开阀将近 4 个月，最初各

大银行积极抢滩，设置开户福利吸引客户，至今
仍有银行还在大力推广个人养老金业务。但从目
前情况来看，开户的投资者缴存比例还有待提升。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主要原因在于，投资
者了解不多，开户和入金操作流程较为繁琐，缴
费上限有限，税收优惠力度不够等。

从税收优惠来看，年收入在6万元至9.6万元
之间的人群，无论是否缴存个人养老金，都适用
3%的税率；而年收入6万元以下的人群本来就免
征个人所得税，本可免税的这部分收入在缴存个
人养老金后再提取时反而需要缴纳3%的个税。

明明表示，“个人养老金存入后除特殊情况
外，退休才能取出，流动性不够，这点是规模增
长最大的痛点所在。其次，其仅仅对缴纳个税的
较高收入群体有激励作用。”

“我国个人养老金由于起步较晚，时间较短，
社会、家庭还需要有一个认识理解的过程，才能
主动接受个人养老金制度。同时，相关收入抵税
等相关制度还不完整，需要在制度上加强完备和
宣传。”张依群说。

看长远：四方面推动高质量发展
谈及促进个人养老金高质量发展后续可行的

办法，市场人士认为，可以从提升投资者参与便
利性、扩展制度覆盖面，提高制度吸引力，以及
个人养老金产品配置扩容等四方面继续发力。

首先，打通第三方销售机构和银行之间的
“堵点”，提高投资者操作便利性，激发第三方销
售机构的动力。陈雳建议，要进一步提升产品服
务效率，加强宣传，提高投资者操作便利性和积
极性。

其次，扩展制度的覆盖面。尽快将个人养老
金制度从36个先行城市（地区）推广到全国，探
索打通第二、三支柱的转存制度。明明建议，可
以参考成熟国家案例，打通第二、三支柱的转存
制度，允许投资者将企业年金资金转入个人养老
金账户，吸引更多资金。

再次，提高制度的吸引力，提升缴费上限，
加大税收优惠力度。明明表示，“目前个人养老金
账户缴纳上限较低，未来可以对不同人群分档设
置不同上限。”

张依群建议，“进一步完善配套制度，将税收
抵免、阶段性支取等优惠政策完善、固定下来，
增强政策制度的稳定性。”

最后，丰富个人养老金产品，如将指数基金
等权益类基金产品纳入个人养老金基金范围。陈
雳表示，要进一步丰富产品的多样性，给予投资
者更多选择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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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养老金制度“出炉”一周年
投资产品、参与人数扩容 配套制度有望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