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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第一支柱养老金 

 

 人社部：1.07 万亿养老金到账运营 

4 月 26 日，人社部举行 2021 年一季度新闻发布会。据人社部政策

研究司司长、新闻发言人卢爱红介绍，所有省份均启动基本养老保险基

金委托投资，合同规模 1.25 万亿元，到账金额 1.07 万亿元。 

随着国内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确保养老金资金顺利运行成为了

近年来有关部门的发力重点，其中就包括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委托投资工

作。截至 2020 年末，所有省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委托投资合同规模为

1.24 万亿元，到账金额 1.05 万亿元。今年一季度基本养老基金投资运

营工作稳步推进，委托投资合同规模新增 100 亿元，到账金额新增 200

亿元。 

 

 2021 年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涨 4.5% 

人社部、财政部近日印发《关于 2021 年调整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

的通知》，明确从 2021 年 1 月 1 日起，为 2020 年底前已按规定办理退

休手续、并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的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提高基

本养老金水平，总体调整水平为 2020 年退休人员月人均基本养老金的

4.5%。通知要求各地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尽快把调整增加的基本养老金

发放到退休人员手中。 

 

 人社部：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 6.4 万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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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4 月 26 日人社部举行 2021 年一季度新闻发布会上，据人社部政

策研究司司长、新闻发言人卢爱红介绍，截至 3 月底，全国基本养老、

失业、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为 10.07 亿人、2.18 亿人、2.67 亿人。三

项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 1.6 万亿元，总支出 1.46 万亿元，累计结余 6.4

万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全国持卡人数达到 13.4 亿人，电子社保

卡累计签发 4.6 亿张。 

 

 社保基金连续 4 个季度以上持有 136 股 

截至 4 月 28 日，公布一季报公司中，社保基金最新出现在 243 家

公司前十大流通股东榜，向前追溯发现，共有 136 只股获社保基金连续

持有 4 个季度以上。其中，74 只社保基金持有期超过两年。 

社保基金持有期限最长的个股是华东医药，自 2008 年四季度以来

已累计持有 50 个季度；社保基金持有期限较长的还有中南传媒、华鲁

恒升、峨眉山Ａ等，已连续持有 37、34、33 个季度。持仓变动来看，

24 只连续重仓股中，一季度末社保基金持股量环比增持的有 5 只，环

比增仓幅度较大的有人福医药、美亚光电、厦门象屿等。。 

 

 养老金一季度新进 27 股，增持 14 股 

一季度末养老金账户共现身 63 只个股前十大流通股东榜。其中，

新进27只，增持14只。一季度末养老金账户对华贸物流的持股量最多，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二零五组合为公司第四大流通股东，持股量为

3961.17 万股。从期末持股市值看，养老金账户期末持股市值在亿元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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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有 35 只股，分别是人福医药、大族激光、扬农化工等。 

持股比例方面，养老金账户持股比例最多的是福昕软件，合计持股

量为 69.68 万股，占流通股比例 6.1%。养老金持股比例居前的还有罗普

特、燕塘乳业等。 

 

二、 第二支柱养老金 

 

 河北：进一步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 

为进一步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近日，河北省人社厅、省财政厅、

省总工会联合印发《关于推进企业年金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根据《企

业年金办法》《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建立企业

年金有关问题意见的函》等相关规定，机关事业单位可为参加企业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的职工建立企业年金。 

根据通知，建立企业年金，作为企业评选和谐劳动关系单位的优先

条件。在企业年金方案备案时，企业不再出具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证明，

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向经办机构查询核实。企业年金方案统

一使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修订后的范本。在企业（单位）备案企业

年金追溯方案时，应出具其上级主管部门或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或董

事会同意函件。 

企业建立企业年金，应当与职工一方通过集体协商确定，企业年金

方案提交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讨论通过。制定企业年金方案时，

鼓励企业在充分体现公平的基础上探索激励核心骨干的年金分配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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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企业年金管理机构要以企业需求为导向，进一步丰富产品供给，优化

年金缴费、账户转移、待遇支付的工作流程，便于权益查询，提升服务

质量。 

企业要严格落实冀人社规〔2018〕10 号文件关于建立企业年金统

计报告和信息公开制度规定，每年按时上报《企业年金情况确认表》《企

业年金资产变动情况表》。各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要定期对

企业年金方案执行情况和报表上报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企业年金亟待扩容 

尽管我国已建立了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但面对严峻的人口老龄化

趋势，当前的养老保险体系亟待变革完善。近年来，加快发展第三支柱

养老保险成为业内热议的话题，但对于以企业年金、职业年金为主的第

二支柱则关注相对较少。实际上，我国第二支柱养老保险体系依然有进

一步完善的空间。 

以企业年金为例，我国企业年金制度自 2004 年实施以来，总体来

看，目前的覆盖率依然有限。人社部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 2020

年底，建立企业年金的企业数量为 10.52 万个，参加年金职工 2718 万

人，仅占到企业职工的近 10%。 

“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发展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提

高企业年金覆盖率。在业内看来，作为养老保险第二支柱的企业年金扩

容已经提上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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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业年金投资成绩靓丽，多省收益率超 10% 

山东、江苏、四川、海南四省份 2020 年职业年金投资收益数据日

前出炉，合计投资收益超过 260 亿元。其中，山东、四川职业年金的

2020 年投资收益率均超 10%。 

数据显示，在山东、江苏、四川、海南四个省份中，江苏省职业年

金规模最大，投资收益也最高。截至 2020 年末，江苏省职业年金投资

净资产 1065.92 亿元，投资收益 100.94 亿元。 

山东、四川两省的投资收益率更高，均超过 10%。截至 2020 年底，

山东省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达 870.32 亿元，累计收益额 110.92 亿元，其

中，2020 年收益额达 90.6 亿元。四川省于 2020 年 1 月启动职业年金

投资运营，截至 2020 年底，全省累计划拨投资职业年金基金 702.79 亿

元，投资收益 70.89 亿元。 

海南省的职业年金自 2020 年 10 月启动投资运营，虽启动较晚，但

收益不俗。截至 2020 年末，仅两个多月，全省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达 75.79

亿元，累计投资收益达 9500 万元。 

 

 年金投资范围大调整，信托行业再迎发展契机 

2020 年底，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以下简称“人社部”）印发《关

于调整年金基金投资范围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将年金基金投

资范围进一步扩大到香港市场，并新增资产支持证券和资产支持票据等

投资领域——这是 2013 年之后年金基金投资范围的一次大调整。 

此次调整，也将给积极开拓年金市场的信托公司带来更多发展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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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托产品成为年金投资中越来越重要的资产配置板块。自人社部 2013

年将信托产品纳入年金投资范围以来，后者为年金基金提供了明显的稳

定收益。 

正是因为信托产品在年金基金配置中越来越重要的地位，《通知》

对信托产品的准入条件做了进一步的明确和修改，对发行主体净资产要

求从 30 亿元提高至 100 亿元，增加近一年公司及高级管理人员未发生

重大违法违规行为的限制——这意味着，年金基金管理对信托公司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业内人士认为，在年金基金的投资范围调整后，信托公

司的实力决定了能否及时把握先机。 

 

三、 第三支柱养老金 

 

 个人养老金制度建立在即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规范发展第三支柱养老保险。对于这项工

作，国务院近日印发的《关于落实〈政府工作报告〉重点工作分工的意

见》要求，9 月底前出台相关政策。 

第三支柱养老保险，包括国家税收等政策支持的个人养老金和市场

化的个人商业养老金融业务两部分。其中，个人养老金制度还没有出台。 

关于个人养老金制度，人社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总的考虑是以账户

制为基础、个人自愿参加、国家财政从税收上给予支持、资金市场化投

资运营。 

业内人士表示，其主要目的是变百姓储蓄养老为投资养老，通过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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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长期投资运营和长期领取养老金安排，实现个人养老金的保值增值。 

 

 周小川：三支柱潜力大，应增强政府支持 

在 4 月 20 日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 2021 年年会“迎接老龄化社会-

养老金改革”分论坛上，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

席、中国人民银行前行长周小川表示，在养老三支柱上，做好国际比较

对体制优化能起到较大作用。 

周小川谈到，关于养老金的议题，世界银行有三支柱的说法，随后

又细分到五支柱，但中国目前流行的概念与此有所不同。他指出，中国

的养老三支柱概念是，一支柱为政府出钱，二支柱为企业和个人共同出

钱，三支柱为个人出钱。“实际上，中国在养老政策体制上并没有自己

的特长，以及自己积累的特殊经验，因此做好国际经验的比较很重要。” 

第二支柱是不是企业出钱？周小川指出，从企业财务的角度来讲，

企业出的那部分钱是劳动成本，依然应作为劳动者报酬的部分；同时，

政策上为了支持养老金体制企业的参与，也会给予一定的政策激励，可

能在细微的税收和财务上略有缺点，但缺点并不是很大。 

“总体来讲，我对中国现行养老体制改革的看法是，一支柱比较粗，

二支柱相当细，存在某些理解上的问题，激励机制也不够；三支柱有很

大的潜力，对三支柱应当增强政府和财务上的支持，以变得更加有吸引

力。”周小川总结道，做好国际比较对于政策选择、少走弯路以及体制

优化能够起到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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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远企：推动个人资金供给转化为第三支柱养老产品 

中国银保监会副主席肖远企 4 月 20 日在在博鳌亚洲论坛“迎接老

龄化社会-养老金改革”分论坛上表示，第三支柱的发展与国家的经济

发展阶段、老百姓金融消费习惯、预期寿命、老龄化程度以及出生率有

关系。目前我国第三支柱比例非常低。另外，我国储蓄率非常高，广义

上可以算作养老金的一部分，但储蓄多以短期为主，不具备真正的养老

特征，养老属性比较弱，目前要做的是把不具备养老特征的大量个人资

金供给转化为长期的、有养老属性的、有相对安全保障和一定收益的第

三支柱养老产品。 

 

 曹德云：保险资管业要积极深度参与养老金第三支柱建设 

近日，中国保险资产管理业协会党委书记、执行副会长兼秘书长曹

德云在中国养老金融 50 人论坛北京峰会上发表主题演讲时表示，作为

养老金融领域的主要力量之一，保险资产管理业在深度参与管理第一支

柱基本养老金、第二支柱企业年金职业年金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主力作

用。面临着难得的历史机遇，保险资产管理机构和养老保险机构有条件、

有基础、有优势、有能力、有资源、有经验，继续在第三支柱建设中大

有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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