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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22年11月25日至今，个人养
老金制度正式启动实施已满半年。整
体来看，个人养老金制度开局良好。
与此同时，业内人士也表示，当前个人
养老金的参加人数和人均缴费额度仍
较低，要做大做强个人养老金，还需从
制度完善、投资者教育、提升投资收益
等多方面着手。

储蓄产品先发优势明显
从个人养老金可投资产品来看，记者根据东方

财富Choice、中国银保信等平台数据统计，目前个
人养老金产品共有669只。其中，储蓄产品465只，
占比近七成；基金产品149只，占比22.3%；保险产品
32只，理财产品23只。

“目前个人养老金的产品结构合情合理。”普华
永道中国金融行业管理咨询合伙人周瑾对《证券日
报》记者分析称，参加个人养老金要先开立资金账
户，银行具有先发优势，在账户开立和抢夺客户的
竞争中也最积极，获客之后，通过储蓄产品留住客
户资金也顺理成章，因此储蓄产品在个人养老金产
品中也具有先发优势；而其他类型的个人养老金产
品则需要经历产品设计、监管报备和渠道打通等环
节，在跟进节奏上会稍慢。

不过，周瑾也表示，消费者对个人养老金产品
的需求是多样化的，不同策略的投资组合才能满足
不同风险偏好和收益水平预期。未来，基金、保险
和理财等个人养老金产品会更加丰富，消费者的配
置选择也会更多。

从个人养老金实施情况看，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相关负责人此前表示，截至今年3月底，个人养
老金参加人数为3324万人。尽管开局良好，但另一
组数据显示，截至 3 月底，完成资金储存的不足
1000万人，人均储存水平仅约2000元，距离抵扣上

限还有较大空间。
中国保险资管业协会执行副会长兼秘书长曹

德云介绍，当前建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人数占基本养
老保险参保人数比例较低，已缴费人数占建立账户
人数比例较低。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世界社保研究中心秘书长房连泉表示，从目前开立
个人养老金账户的人数以及缴存金额来看，投资者
的观望心态仍较明显。

适当提升免税额度
在我国养老保险体系三大支柱中，第三支柱的

建设刚刚起步，个人养老金被寄予厚望。业内人士
认为，要做大做强个人养老金，还需要持续完善制
度，包括向上适当提升免税额度、向下激发非纳税
人群的积极性、持续加强消费者教育等。

根据现行政策，个人养老金缴费者每年可按
1.2万元的限额予以税前扣除，投资收益暂不征税，
领取收入的实际税负为3%。

向上适当提升免税额度方面，清华大学五道口
金融学院中国保险与养老金研究中心研究负责人
朱俊生建议，适当提高税前扣除限额，增加节税效
果，提升吸引力；同时，可以探索扣除额度与社会平
均工资增长指数化挂钩的动态调整机制，动态提高
税前抵扣额度。

向下激发非纳税人群积极性方面，房连泉建
议，通过制度安排来调动非纳税人群的积极性，例
如对中低收入人群全程免税。

南开大学金融学院养老与健康保障研究所所
长朱铭来表示，可以探索从非税收角度调动非纳税
人群的积极性，比如对低收入人群参加个人养老金
按一定比例给予补贴，实现对不同群体的支持，激
发更多人群的积极性。

国寿寿险副总裁詹忠建议，可以适当采用财政
补贴等方式，激励非税人群加入个人养老金，并逐
步提高个人养老金缴费额度上限，多措并举鼓励做
大第三支柱规模。

在消费者教育方面，周瑾表示，个人养老金制

度的推出和全方位宣传，不仅提升了人们对该制度
本身的认知，而且对广义的养老金融市场教育也起
到了积极作用。在个人养老金制度覆盖范围之外
的人群也有养老金融的需求，这一市场可能比个人
养老金市场更大，也应是各类金融机构发力的蓝海
市场。

近期多家保险机构反映，在个人养老金四类产
品中，仅保险产品投资需要“双录”（录音录像），提
升了消费者投保难度，建议进一步实现同一业务统
一管理。

对此，有专家认为，保险产品相对复杂，“双录”
确实相当于在购买环节多了一道槛，这会让部分消
费者觉得麻烦；但保险产品也有其独特的优势，应
加强消费者教育。

朱铭来表示，在目前的个人养老金产品中，保
险是唯一可以抗衡长寿风险、既能保证收益又可能
享受超额收益的产品。偏好保险的人并不会因为

“双录”而放弃购买。
业内人士还表示，个人养老金的积累是一个长

期的过程，今后产品将更加丰富。从长远来看，不
同类型的金融产品还是得拿“投资收益率”这一硬
核指标来说话，表现好的产品后期的吸金能力就会
更强。此外，个人养老金是真正的长期投资，不应
过度关注短期收益的波动。 来源：证券日报

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半年
业界建议向上提高额度向下扩大参与面

5月24日，记者从多位业内人士处获悉，日
前中国银行业协会理财业务专委会召集研讨
会，探讨“理财产品过往业绩展示行为准则”的
研究制定。这意味着，理财产品过往业绩展示，
将迎来统一的自律规范。

据了解，目前正式文件出台并未设定明确
时间表。但对于这份文件，银行理财业内人士
和投资者均表示期待。

拟明确展示要求
具体来看，会上讨论的“理财产品过往业绩展示行

为准则”对理财产品过往业绩展示拟设置三项基本要
求、三项展示要求和三项禁止行为。

展示要求方面拟明确，在选择过往业绩展示区间
时，应注明区间起始时间和截止时间，完整会计年度的
过往业绩展示除外。同时，理财产品过往业绩展示需满
足以下要求：理财产品运作1个月以上但不满1年的，应
至少包括从产品成立之日起计算的过往业绩；理财产品
运作1年以上但不满6年的，应至少包含自产品成立当
年开始所有完整会计年度的业绩；理财产品运作6年以
上的，应至少包含最近5个完整会计年度的业绩。

据一位理财公司人士透露，在本次会议上，各家理
财公司针对业绩展示均提出了具体建议，后续可能会再
对修改稿进行讨论，并出台正式文件，但发布时间并没
有明确时间表。

某国有大行理财公司人士表示，对理财产品收益展
示进行规范势在必行，一方面有利于规范市场，另一方
面有利于保护投资者利益。

理财市场更加规范
自银行理财产品实行净值化以来，不少投资者都曾

反映银行理财产品业绩展示存在“报喜不报忧”、业绩展
示时间维度不一等情况，这也给投资者挑选理财产品带
来不便。

“我打开银行APP发现，即使是同一类理财产品，有
的展示七日年化收益率、有的是平均七日年化收益率，
确实有点眼花缭乱，产品收益到底是多少？又该用什么
指标来衡量各家的收益水平？”投资者陈女士说。

在股市、债市波动较大的情况下，银行理财产品的
收益也曾出现较大波动。2022年12月，一张由投资者
提供的截图显示，截至某日，西安银行“西银安心双周
盈”产品七日年化收益率为-33.5%，“西银安心周周盈”
产品七日年化收益率为-23.01%。

目前，银行理财市场逐渐走向规范。2022年12月，
中国银行业协会发布《中国银行业理财业务自律规范》
和《理财产品业绩比较基准展示行为准则》，并对后者设
置了6个月过渡期。

不过，对理财产品过往业绩展示行为进行规范的问
题，专家预计理财行业存在一定的整改难度。资深金融
监管政策专家、冠苕咨询创始人周毅钦认为，一方面，相
关整改需要理财公司和代销机构合力进行；另一方面，
目前实操层面的过往业绩展示行为纷繁复杂，这些调整
都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上述国有大行理财公司人士也指出，银行理财产品
确实存在产品数量多、期数多、净值披露时间标准不一
等问题，规范起来有一定难度。周毅钦建议，新的规则
落地后，亟须从金融科技层面对业绩展示版面或页面进
行重新设计、整合。 来源：中国证券报

剑指过往业绩展示
银行理财酝酿新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