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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第一支柱养老金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出炉，老龄化进一步加深 

5 月 11 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结果。 

数据显示，全国人口共 141178 万人，与 2010 年的 133972 万人相

比，增加了 7206 万人，增长 5.38%；年平均增长率为 0.53%，比 2000

年到 2010 年的年平均增长率 0.57%下降 0.04 个百分点。数据表明，我

国人口 10 年来继续保持低速增长态势。 

年龄构成方面，0-14 岁人口占 17.95%，15-59 岁人口占比 63.35%，

60 岁及以上人口占 18.7%，65 岁及以上人口占 13.5%。与 2010 年相比，

0-14 岁、15-59 岁、60 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分别上升 1.35 个百分点、

下降 6.79 个百分点、上升 5.44 个百分点。我国少儿人口比重回升，生

育政策调整取得了积极成效。同时，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未来

一段时期将持续面临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压力。 

 

 李克强：完善个体工商户及灵活就业人员社保管理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5 月 26 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进一

步支持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纾困和发展。 

会议指出，量大面广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是我国经济韧性、就

业韧性的重要支撑。当前国内外环境复杂严峻，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

生产经营仍面临困难，要继续有针对性加强支持。要做好基本保障兜底，

推动个体工商户及灵活就业人员参加社保，放开在就业地参保的户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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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探索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工伤保险范围。 

 

 深圳：社保基金当期结余首现负数 

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日前发布《2020 年度深圳市社会保

险信息披露通告》。2020 年，全市各项社保基金(含养老、工伤、失业保

险基金)当期结余-70.077 亿元，首次出现负数。不过由于深圳人口结构

比较年轻，家底较为丰厚，基金滚存结余仍有 5904 亿元。而全市企业

退休人员全年月人均基本养老金达 3974 元，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抚

养比为 25.6∶1，这意味着平均 25.6 名参保职工“养”1 名退休人员。 

 

 陈文辉：社保基金正针对“碳达峰”“碳中和”做系统研究 

IFF 副主席、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陈文辉日前在“国际金

融论坛(IFF)2021 年春季会议”上表示，“碳中和”会像数字化一样引发

一场深刻的社会经济革命，将促使整个经济社会的升级。他认为，有责

任的长期投资对实现“双碳”目标十分重要，社保基金专门成立了相关

的课题研究小组，正在做一些系统的研究。 

 

 养老金一季度现身 9 只科创板股 

数据显示，养老金最新出现在 9 只科创板股前十大流通股东名单

中，合计持股量 526.58 万股，期末持股市值合计 6.42 亿元。持股变动

显示，新进 7 只，增持 1 只，减持 1 只。 

养老金最新重仓股名单中，持有比例最多的是福昕软件，持股量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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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通股比例为 6.10%，其次是罗普特、键凯科技，养老金持股比例分别

为 4.83%、3.28%。持股数量方面，养老金持股量居前的有罗普特、福昕

软件、美迪西，持股量分别为 207.04 万股、69.68 万股、52.00 万股。

养老金持股市值居前的有美迪西、福昕软件、极米科技，持股市值分别

为 1.60 亿元、1.55 亿元、9600.66 万元。 

所属行业来看，养老金持有股票主要集中在医药生物、计算机、机

械设备行业，分别有 3 只、2 只、2 只个股上榜。 

 

 社保基金连续 4 个季度以上持有 235 股 

截至 5 月 10 日，公布一季报公司中，社保基金最新出现在 403 家

公司前十大流通股东榜，向前追溯发现，共有 235 只股获社保基金连续

持有 4 个季度以上。其中，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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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城Ａ、中南

传媒、华鲁恒升等，已连续持有 40、37、34 个季度。持仓变动来看，

36 只连续重仓股中，一季度末社保基金持股量环比增持的有 9 只，环

比增仓幅度较大的有华侨城Ａ、北新建材、人福医药等。 

 

二、 第二支柱养老金 

 

 青岛：2086 家单位建立企业年金计划 



 

5 
 

5 月 20 日，青岛市企业年金发展联盟启动仪式暨企业年金发展论

坛成功举办。全市 80 余家高新技术企业、民营企业、行业协会等负责

人 120 余人参加了论坛。据悉，截至 2020 年底，青岛市有 2086 家单位

建立了企业年金计划，企业数量在全省占比 41.4%。参加企业年金计划

的职工 11.86 万人，累计基金规模 49.1 亿元，发展成效比较明显。 

 

 金维刚：养老“第二支柱”发展滞后  

在近期召开的中国养老金融 50 人论坛北京峰会上，中国劳动和社

会保障科学研究院院长、中国养老金融 50 人论坛学术委员会主席金维

刚指出，作为第二支柱的企业年金发展滞后，目前全国只有十万家企业

建立企业年金，覆盖人数只有 2600 多万人，仅占基本养老保险总人数

的 6.6%，这意味着 93%以上的企业没有企业年金，这在多层次养老保

障体系建设方面仍然是个短板。在作为养老保障第三支柱的个人养老金

方面，目前仅限于少数地区开展税收递延型商业保险，公司自行营销的

商业保险产品总体规模比较小，因此我国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的结构严

重失衡，急需补短板、强弱项。在十四五时期要从促进我国养老保障制

度公平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大力加强多层次的养老保障体系建设，

启动加紧出台个人养老金制度的政策措施势在必行。 

 

 福建：拟新增第 11 个职业年金 

5 月 24 日，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发布通告，拟新增 1 个

职业年金计划。通告显示，目前福建省已建立 10 个职业年金计划。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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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职业年金计划的受托人从具有年金受托资质且尚未担任福建省职业

年金基金受托人的金融机构中产生。 

 

三、 第三支柱养老金 

 

 董克用：我国养老金体系改革重点是加快发展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 

第四届新浪金麒麟保险高峰论坛暨 2021 慧保天下保险大会在京召

开，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中国养老金融 50 人论坛秘书长董克

用在演讲中指出，我们第二支柱仍然面临稳步扩大的压力，因为对于企

业来讲，我们能够覆盖的面还是不到企业职工的 10%，所以这个压力还

是很大的，应该有各种各样的方法来推动稳步扩大。 

要加快发展第三支柱，因为我们还有很多灵活就业人员，没办法做

第二支柱，只能通过第三支柱。 2018年 5 月开始试点的税延养老保险，

至今已试点三年了，应赶快再扩大这个试点。 

 

 银保监会：专属商业养老保险试点 6 月启动 

2021 年 5 月 15 日，《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关于开展专属商业养老

保险试点的通知》发布，6 月 1 日起在浙江（含宁波）和重庆进行专属

商业养老保险试点，试点公司为人保、国寿、太平、太保、泰康、新华，

试点期限暂定一年。专属商业养老保险是指以养老保障为目的，领取年

龄在 60 周岁及以上的个人养老年金保险，特点在于积累期收益模式及

交费灵活、鼓励灵活就业人群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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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罡：第三支柱面临不小挑战 

在“发展第三支柱，服务养老事业”为主题的热点对话上，长江养

老董事长苏罡表示，参与率和替代率是评价养老金制度有效性的重要指

标。当前来看，第三支柱在制度吸引力和保值增值能力方面还面临不小

挑战。 

一是低息时代对第三支柱产品投资策略提出更高要求。近几年全球

经济面临下行压力，同时我国信用风险的不断加大，持续考验跨周期的

资产配置能力。第三支柱需要进一步丰富可投资产品的种类，利用多元

化、分散化效应提高产品的风险收益比，更好地应对长期挑战。 

二是个人金融储蓄还未能有效转化为养老财富储备。相较于发达国

家家庭财富净值构成中私人养老金近 20%-40%的占比，中国家庭财富净

值中养老金的占比微乎其微。一方面是由于人们还未充分意识到养老储

备应对长寿风险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则是金融产品和服务还未在安全性、

收益性等方面体现明显的差异化特征，还未能有效吸引个人自愿牺牲流

动性将储蓄转化为长期锁定的养老储备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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