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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募基金助力养老金
第三支柱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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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人口老龄化形势严峻

资料来源：Wind。人口抚养比指总体人口中非劳动年龄人口数与劳动年龄
人口数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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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人口抚养比，特别是老年人口抚养

比负担逐年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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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人口结构中，65岁及以上老人

占比持续提高，2017年末达11.4%，较

2000年提高了4.4个百分点

占总人口比例:0-14岁 占总人口比例:15-64岁

占总人口比例:65岁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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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已初步构建养老金体系

▪ 我国已初步构建以公共养老金为主体，职业养老金和个人养老金为辅助的三支柱养老金体系。

▪ 截至2016年底，我国养老三大支柱资产规模合计5.1万亿元，第一、二支柱规模分别占比79%和

21%，第三支柱还正在构建，发展存在不平衡不充分的现象。

01 03

02

公共养老金

（3.99万亿，占79%）

第一支柱（政府）

个人养老金

（还在构建中）

第三支柱（个人）

职业养老金

（1.11万亿，占21%）

第二支柱（企业）

资料来源：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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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养老金体系面临的挑战

◼ 微观家庭层面居民资产配置过

度依赖房地产:国内居民将接近

七成的资产配置在房地产上，

金融资产的配置比例仅一成

◼ 养老金的投资选择还缺少灵活

性

◼ 三支柱的发展不均衡,当前国

内养老过于依赖第一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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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力建设第三支柱是发展方向

▪ 大力发展第三支柱，有利于减轻第一支柱负担，能为国民提供新的养老工具。

▪ 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着力完善老龄政策制度，要加强老龄科学研究，借鉴国际有

益经验，搞好顶层设计。2017年以来，监管机构出台政策，积极支持养老金第三支柱的发展。

▪ 据《中国养老金融发展报告2016》预计，2020年我国养老金市场规模有望超过10万亿元，其中个

人税收递延养老金预计将达1万亿元，将为养老金行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2017年4

月

•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指引第2号-基金中基金指引》出台

2018年3

月

• 《养老目标证券投资基金指引（试行）》出台

2018年4

月

• 五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开展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的通知》，自2018年5月1日起在三

地实施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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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经验：IRA是美国养老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共同基金是IRA资
产管理的主力军

资料来源：I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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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A投资基金业规模 IRA在共同基金业的占比

IRA投资美国共同基金业规模及占比

单位：万亿美元
各类机构管理IRA构成

48%

41%

6% 5%

共同基金 证券经纪账户 银行 人寿保险

▪ 2017年末，美国养老金资产规模达到28.2万亿美元，其中公共养老金累积2.9万亿美元，占10%；职业养

老金累积16.1万亿美元，占57%；个人退休账户（IRAs）累积9.2万亿美元，占33%。

▪ 2017年底美国IRA的48%由共同基金管理。2000年以来投资美国共同基金业的规模占比呈逐步提升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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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募基金具备助力第三支柱建设的优势

▪ 国内公募基金成立已20年，权益类基金中长期平均年化收益率超越指数；有管理养老金社保及

企业年金的丰富经验；行业发展迅猛，聚集专业人才；拥有规范的管理结构和成熟的风控措施。

• 全国社保基金、企业年金等，约60%由基金公司投资管理

• 过去5、10年的权益类基金平均年收益率8.26%和9.49%，分

别超越中证全指2.3和3.5个百分点

经验丰富

业绩突出

• 截至2018年8月底公募基金规模高达14.08万亿元

• 行业从业人员超过2万人，专业强、素质高

行业迅猛发展

储备丰富人才

• 行业公司治理和管理机制相对健全，运作规范和信息透明

度高

• 行业内正在建立针对养老金风险识别、衡量和防范的体系

管理结构规范

风控措施成熟

资料来源：Wind，权益类基金包括主动管理的股票型基金和混合型基金，
不含指数型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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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募基金的长期投资收益超越市场指数

◼ 公募基金行业建立了专业的投资能力，坚持科学的投资理念，其长期投资收益能够超越市场

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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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募基金已做出的努力

2017年以来，中国证监会

分别发布《公开募集证券

投资基金运作指引第2号-

基金中基金指引》和《养

老目标证券投资基金指引

（试行）》。

2017年9月6日，中国基

金业协会成立养老金专

业委员会，并召开多场

研讨会。

2018年4~6月，中国基

金业协会举办多次培

训，提升行业资产配

置业务和养老金投资

管理的专业性。

2018年8月6日，行业首批

14只养老目标基金获得批

文，并陆续发行。

出台政策指引 建立专业委员会 加强专业培训 启动产品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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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募基金继续为第三支柱发展贡献力量

建立符合第三支柱要求的养
老产品线，提供养老属性鲜
明的基金产品。

做好养老基金投资管理，努
力为投资者带来稳健回报。

继续完善公司治理以及风险
内控等相关制度。

加大政策跟踪和宣传力
度,在养老金第三支柱政
策成型关键期,积极为相
关政策制定建言献策。

向投资者传播普及养老
金融知识，完善自主投
资养老意识，并提供专
业的客户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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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中所表达的观点以及陈述的信息是一般性的观点和信息，其与具体的投资对象、财
务状况以及任何的特殊需求无关。文件中所表达的观点不构成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投
资建议或任何其他忠告，并可能随情况的变化而发生改变。这些观点不必然反映中银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任何部门的观点。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尽力严谨处理本文件中所述的观点
和信息，但并不就其准确性作出保证。如果您需要进一步的观点与信息，请与中银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联系。

基金管理人与股东之间实行业务隔离制度，股东并不直接参与基金财产的投资运作。投资
有风险，过往的业绩并不代表将来的表现，基金净值及其收益可能会不断变动。养老目标
基金中的“养老”不代表本金或收益保障，产品仍可能发生亏损。

本文件不是对任何人投资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所管理之基金而提出的建议、要约邀请或
要约。本文件之撰写亦与任何类似要约无关。投资人在认购或申购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所管理之基金前，应详细阅读其招募说明书、基金合同、发售公告和其他有关公告。

除非另有注明，本文件所包含的所有资讯均为本文件使用时之当时资讯。本文件之目的仅
为提供资讯，非经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授权，任何人不得整体或部分阅读、打印、保留、
复制、传播、散布、引用或以其他形式使用本文件。

免责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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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