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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评：北京市企业年金新政策 
2020 年 1 月   战略发展部  杨可 

 

近日，北京市多部门联合制定发布了《关于促进本市企业年金集合计划发展的若干措施》。

政策中的多项措施在都具有较强的创新和针对性，将可能对行业带来重大示范效应，对行业

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企业年金集合计划是指由具有“企业年金基金法人受托机构”资格的受托人设立的、将

多个委托人交付的企业年金基金，集中进行受托管理的企业年金计划。集合计划主要适用于

员工少、规模小的企业建立企业年金计划。 

 

一、政策条款点评 

1. 统一集合计划平台 

“由政府主导建立我市企业年金集合计划统一平台。”这是自企业年金制度建立以来首

次出现政府直接介入企业年金运营。以前，政府的相关部门一般承担计划报备、数据统计、

运营监督等职责。但按这次政策所述，政府介入主要是为了服务企业年金集合计划的参与者，

实现信息透明化和查询便捷化，使企业在统一平台上快速、低成本甄选年金管理机构和年金

产品。同时，将依托平台打造“企业年金政策进企业”宣传品牌，大力进行企业年金政策宣

传工作。 

中小企业是集合计划的主要参加者，一般具有人员较少，资金规模较小的特点。也正因

为如此，中小企业对于企业年金往往是不熟悉不了解，缺乏人力物力进行政策学习、计划设

计、产品选择、计划报备等工作。对于外部的企业年金服务机构来讲，也缺乏动力深入中小

企业去推动企业年金业务。政府主导建立集合计划统一平台等系列措施有望改善这一状况，

提升中小企业的参与率。 

 

2. 将企业年金参与情况与各类政府扶持政策挂钩 

“逐步将企业参加企业年金集合计划情况，纳入企业信用评价体系，并在统一平台上展

示，将该评价体系作为企业享受政府各项优惠政策的优先条件。” 

“逐步将职工参加企业年金的情况，作为评选和谐劳动关系单位、人才引进和积分落户

等工作的参考条件；作为享受我市鼓励行业发展、吸引或培养人才等优惠政策的重要条件。” 

将企业年金参与情况纳入信用评价体系，并将其与一系列优惠政策挂钩，这在国内尚

属首例。这背后的逻辑是：过去一般强调自愿建立和加入，突出的是企业年金的福利性质，

而现在与企业信用和优惠政策挂钩则是要增加其背后的社会责任性质，这对于企业来说更具

激励效力。这些激励措施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可能比小额度的个税递延更为有效。 

 

3. 重点支持为高端、科创类人员建立年金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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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符合“四个中心”功能定位的国际国内人才参加企业年金集合计划，并在一定范

围内试点给予资金激励，标准不超过单位为人才本人实际缴费的 60%，绝对额不超过年人均

15000 元。” 

“鼓励科创、中小微企业及其职工参加企业年金集合计划，相关优惠政策和鼓励措施要

优先考虑该类企业。” 

“对于符合企业发展战略需求的核心技术人员、骨干管理人员等，企业可优先为这部分

人员建立企业年金。” 

对于特定企业、特定人才建立企业年金或者提供优惠，这在国内也尚属首见。在以往

的实践中，企业年金往往强调其普惠性质，要求计划全员可参与，这样的好处时计划更为公

平。在实操中，也正是因为其普惠性质，企业年金的福利保障性质更强，激励作用受限，在

很多崇尚效率的企业中难以得到雇主和雇员的青睐，甚至有部分企业宁愿建立一个员工激励

储蓄计划也不愿意建立企业年金制度。北京市的新政策将有望改变这一现状。这也符合目前

国内倡导的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的发展战略，企业年金作为人力资源工具可以更好地与国

家宏观政策配合。 

当然，这样的规定在实际操作中也存在一些潜在问题，例如：如何认定科创企业、如

何认定核心技术员工及骨干人员，如何兼顾企业年金计划的公平性等等。 

 

4. 计划设计灵活化 

除了前面所述对于部分人建立企业年金打破了以往针对全员这一必要条件以外，政策还

增加了企业年金领取条件，并对以前未做明确规定的劳务派遣员工做了计划参与规定。 

以往的领取条件为：退休/出国定居/死亡，部分地区加入全残领取条件，本政策增加了

工伤一至四级和本人及配偶、子女住院费超过医保报销限额的部分可提前从企业年金中支取。

这也是本政策的一个重大突破。以往企业年金的领取条件比较苛刻，并携带不便，企业在考

量是否建立企业年金时往往认为领取条件大大削弱了年金对于员工的吸引力。而新增的领取

条件无疑将增强企业年金的吸引力。同时，新增的领取条件仍为保障性质并具有相当必要性，

也不会使企业年金的福利保障性质减弱。 

 

5. 供给端支持 

政策在供给端也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包括：优化服务产品、简化流程、降低费用、提供

增值服务等。在政策推动需求增强的背景下，供给端配合以上要求将是题中应有之意，相信

各类市场机构也有动力满足这些要求。 

 

6. 建立了工作推进机制 

同时，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科委、市财政局、市金融监管局、市人才工作

局、市文资中心还共同建立了“北京市促进企业年金集合计划发展联席会议机制”。这个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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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有望成为一个长效机制，保证政策的落地实施。这对于政策的落实与持续有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 

 

二、总结 

从政策设计来看，企业年金的覆盖面低、参与率低是其诞生以来一直困扰监管、行业的

一个难题。建立企业年金的企业主要是央企和效益较好的国企，而广大的民企、中小企业，

乃至外企参加程度很低。通过多年的研究和实践，各界比较认可的改善措施包括：税收优惠、

政府支持、流程便利化、更灵活的计划设计等。北京市这次出台的政策涵盖了除税优以外

的所有手段，并且具体到了落地实施，是一个非常好的尝试，若试点成功，完全有可能为

人社部提供借鉴，向全国推广。 

 

从行业来看，企业年金整体参与率的上升将带来更多长期稳定资金流入，有利于所有

企业年金管理机构。更进一步讲，本政策更多地将影响集合计划，而目前集合计划的主要发

行机构为养老保险公司和银行，而基金公司由于销售渠道少、资源有限等因素，主要业务大

多放在单一计划上，集合计划参与较少。所以本政策将更有利于养老保险公司和银行。但

随着集合计划规模扩大，也将激励基金公司更加积极地寻求与集合计划受托人合作，更多地

参与到集合计划业务中。 

 

从资金特征看，通过新政策加入企业年金集合计划的企业将会以民营企业、中小型企业、

高新科技企业为主。这些企业的员工人口特征一般呈现年轻化，其资金的平均积累期较现

存企业年金资金可能更长、风险承受能力更强。随着规模的上升，有望改变过去集合计划投

资业绩长期落后单一计划的状况。 

 

数据来源：人社部，万家基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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