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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服务金融的内涵

养老服务金融的概念框架

养老服务金融概述



作为养老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养老服务金融指的是金融机构围绕全体社会成员养老相关的投资、

理财、消费及其他衍生需求采取的一系列有关金融产品与服务的创新金融活动，其本质是通过金融创新

保障多元化的养老需求。

养老服务金融

工作期养老财富积累
制度化养老金之外自发
进行的养老财富积累

退休期养老财富消费
将年轻时积累的养老财
富储备用于消费的过程消费

劳动收入

财产

负储蓄

正储蓄

参加工作 退休 死亡

根据简化的生命周期理论，人的一生通常可以分为工作期和退休期两个主要阶段，在工作期，人们的劳

动收入是大于消费的，人们在这一阶段将一部分收入用于消费，满足不同的消费需求，同时还有一部分

剩余收入会用来积累供退休后消费；在退休期，人们的消费则是大于收入的，此时人们就开始消费工作

期进行的积累以满足退休后的需求，从而来平衡一生的收入。



养老财富积累的市场供给与发展现状

养老财富消费的市场供给与发展现状

养老服务金融市场供给

与发展现状



养
老
财
富
积
累

银行业
养老储蓄产品 低风险、收益稳定

养老理财产品 长期稳健增值收益

基金业 养老目标基金 生命周期稳健增值、长期持有

保险业
商业养老保险 风险保障、长期资金管理

养老保障产品 团体和个人养老储备管理

信托业 养老金融信托 大额养老财富管理

养老财富积累是国民参与养老服务金融的准备阶段，是处于工作期的国民为储备更多的养老财富而参与

的金融活动。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广大国民收入有了较大程度的提高，加之养老需求逐

步多元化，养老财富储备需求逐步显现，在一系列养老金融支持政策的引导下，银行、保险、基金、信

托等金融机构不断探索养老金融产品创新，初步形成了满足国民养老财富积累需求的多元化产品体系。



1.银行业养老财富积累的市场供给与发展现状

p 养老储蓄产品

Ø 即以养老为目的的储蓄（或称存款），具有低

风险、收益稳定、灵活便捷等优势。

Ø 储蓄动机：赠予、健康和长寿、应对不确定性

Ø 在未雨绸缪的传统观念影响下，加之对银行的

信任，储蓄一直是广大中国国民财富管理的重

要选择。尽管自2008年以来中国国民储蓄率呈

下降趋势，但目前仍居于45%左右，远高于

26.5%的世界平均水平。

p 养老理财产品。

Ø 由银行或银行理财子公司等设计发行的，旨在追求长期

稳健增值收益的理财产品。

Ø 2018年人民银行发布“资管新规”，商业银行的资管业

务开始转型，理财业务逐步转由银行理财子公司开展。

Ø 2020年末，17家银行及理财子公司存续的养老理财产品

共116款，特点：一是投资门槛进一步下降， 1万及以下

产品占比超过95%；二是投资期限相对较长，大部分都

超过1年；三是主打稳健投资，以固定收益类为主。

Ø 2021年3月起，银行资管部和理财子公司开始下架、更改

含有“养老”字样的理财产品



2.基金业养老财富积累的市场供给与发展现状

p 养老目标基金

Ø 养老目标基金是一类特殊的公募基金，为

服务国民养老储备而生，致力于帮助投资

者解决养老投资难题，一直是境外个人养

老金投资管理中的主要产品之一，在个人

养老金投资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Ø 2018年3月2日发布的《养老目标证券投资

基金指引（试行）》，是公募基金行业服

务个人投资者养老投资，推进养老金市场

化改革的里程碑事件。

41 

264 

590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18-2020年养老目标基金规模情况（亿元）

目标风险 目标日期 合计

资料来源：Wind，泰达宏利基金整理



3.保险业养老财富积累的市场供给与发展现状

p 商业养老保险产品

Ø 商业养老保险是由商业保险机构提供的，以养老风险保障、养老金管理以及与养老需求相关的财富管

理等为主要内容的养老金融产品和服务。

产品类别 产品特点 预定利率 风险情况 适用人群

传统型养老险
根据合同约定利率，按照约定时间、

约定额度领取养老金
2.0%-2.4% 风险较低

适合储蓄养老为主要目的，在投资理

财上比较保守者

分红型养老险
除约定的最低回报，收益还与保险公

司经营业绩挂钩
1.2%-2.0% 风险较低

适合既要保障养老金最低收益，又希

望获得额外收益

万能型养老险
保额可变、缴费灵活，除最低收益外

还有一些不确定的额外收益
1.75%-2.5% 风险较低 适合收入缺乏稳定性的中高收入人群

投资连结险
长期投资产品，设有不同风险类型账

户，与不同投资品种的收益挂钩
不设保底收益 风险较高

适合有充足闲置资金和强风险承受能

力的人群

https://insurance.cngold.org/ylx/


3.保险业养老财富积累的市场供给与发展现状

p 养老保障管理产品

Ø 养老保障管理产品是指养老保险公司作为管

理人，接受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及其他社

会组织等团体委托人和个人委托人的委托，

为其提供养老保障以及与养老保障相关的资

金管理服务的产品。

Ø 2013年起步，2020年底，市场规模已突破

1.2万亿元，其中，个人养老保障管理产品

规模占行业总规模超过96%，远超团体养老

保障管理业务规模，养老保障产品已经成为

广大国民养老储备的重要选择之一。

公司

个人养老保障管理产品
团体养老保障

管理产品

2019年

市场位次开放式 封闭式

平安养老 3014.49 321.26 14.17 2

国寿养老 2852.51 92.31 67 1

长江养老 2036.09 - 179.18 4

建信养老金 1962.33 90.22 69.92 3

太平养老 687.32 - 94.47 5

大家养老 426.32 -- - 6

泰康养老 358.75 - 21.94 7

合计 11337.81 503.79 446.68

2020年各公司养老保障管理产品规模（单位：亿元）



4.信托业养老财富积累的市场供给与发展现状

p 养老金融信托（养老财产管理信托）

Ø 是指委托人将财产交付至信托公司，信托公司按照委托人意愿通过

资产管理实现保值增值，按照信托合同中规定的受益人、信托利益

支付用途实现养老、传承的目的，养老金融信托的门槛通常较高。

Ø 利用养老信托来安排养老资产的独特价值在于，其能够发挥信托制

度在家庭财富管理上固有的内在优势，一是实现资产安全隔离；二

是实现特定养老目的。

Ø 目前我国市场上对养老金融信托的呼声很高，但真正进行养老信托

实践探索的极为有限，产品数量和参与人数也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养
老
财
富
消
费

银行业
住房反向抵押贷款 资产转换，解决资金短缺

综合性养老服务 集养老理财、养老服务一体

保险业 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 资产转换、解决资金和服务

信托业 养老消费信托 财富与养老服务供给结合

养老财富消费是年老退休后将潜在的养老资源转化为养老所需的资金或服务的过程。一般而言，国民在工作

期积累的养老财富可以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一类是直接可运用与养老消费的财富比如储蓄、理财和年金等

资金形式；另一类是不能直接用于养老消费的财富比如房产等，这类产品在老年人有需求时可以转换为养老

资源。除此之外，老年人的养老需求除了直接的经济需求之外，养老服务需求也尤为重要。在此基础上，金

融机构不断创新养老金融产品形式，开创了将不动产转化为养老资金的住房反向抵押模式，也探索了将养老

资金和养老服务融合的服务模式，形成了一系列养老财富消费的金融产品体系。



1.银行业养老财富消费的实践探索情况

p 住房反向抵押贷款

Ø 为了解决“房产富人、现金穷人”养老难

题的一种探索，银行将老年人的房产进行

抵押，根据老年人年龄、身体状况、房屋

价值等进行综合评估，按月给老年人支付

一定的养老金待遇，等老年人去世之后根

据约定对房屋进行处置。

Ø 前提：房屋价值高、观念接受等。

Ø 实际落地业务有限。

p 综合性养老金融服务

Ø 将养老理财、便利结算、健康管理、法律

顾问等结合到一起，提供综合性、一站式

金融服务的模式。

Ø “交银养老”金融战略行动计划20条、中

国银行“个人养老联合服务计划”、中信

银行“幸福1+6”老年金融服务体系等



2.保险业养老财富消费的实践探索情况

p 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

Ø 将老年人的房产与养老资金需求或者养老服务需求进行转换的一种

模式，通常采取大房换小房、入住养老公寓等多元化的模式，即老

年人将房产抵押给保险公司，保险公司根据房产价值和老年人的年

龄、身体状况等因素给老年人提供养老年金以及入住养老公寓服务

等，待老年人身故后按照约定对房产进行处置。

Ø 目前有幸福人寿、人民人寿和人保寿险等公司在全国29个城市开展

了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业务，尽管目前的参与量较小，但不可否

认的是，该模式也为部分有需求的老年人增加了一种养老选择。



3.信托业养老财富消费的实践探索情况

p 养老消费信托计划

Ø 通常是指信托公司与服务机构展开合作，以规模优势取得相对优惠的养老服务价格，客户则

通过购买相应的养老消费信托产品获得相应的养老服务保障权益，同时信托计划会敦促养老

服务机构提供相应质量的养老服务，从而保障老年客户的权益。

Ø 一般而言，通过养老消费信托，客户可以获得一系列包括社区养老、机构养老等优惠购买权

和优先入住权等。

Ø 近年来，中信信托、北京信托、安信信托等均尝试发行了养老消费信托产品，但总体来看，

产品规模不大，参与人数相对有限。



养老服务金融的基础认知
养老服务金融参与的实际情况
养老服务金融参与意愿

养老服务金融市场需求

和参与情况



年份 观察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养老金融知

识得分自评

2020年 12210 68.76 17.35 0 100

2021年 12043 71.42 15.02 0 100

正确 错误 不知道

利率
单利计算 58.82% 37.49% 3.69%

复利计算 63.51% 30.74% 5.75%

通货膨胀计算 49.22% 44.89% 5.89%

投资风险判断 66.30% 27.67% 6.03%

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年限 78.58% 21.42% 0%

平均 63.29% 32.44% 4.27%

调查对象养老金融基础知识回答情况

公众养老金融知识自评得分情况1.养老金融知识和素养

良好的养老金融知识可以帮助国民在纷繁复

杂的养老金融产品市场中找到适合自己的产品，

帮助其获得全生命周期养老财富的有效配置。

通过主客观养老金融知识比较反映出目

前调查对象还存在这一定程度的养老金融

知识高估的问题，需要进一步通过养老金

融教育提高国民养老金融素养。



2.养老理财长期目标、风险承受能力

4.20%

14.72%

31.25%

49.83%

0.00% 20.00% 40.00% 60.00%

不清楚

超越通货膨胀，在保持购买力之外
实现养老财富增值

追上通货膨胀率为目标，能够实现
财富保值

确保本金安全第一位，收益多少不
重要

养老理财或投资的长期目标

总体来看，目前国民关于养老理财或投资的目标
偏向保守，近一半的调查对象不考虑收益仅考虑
安全的观念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养老财富的保值
增值，其最终结果其实也影响了养老财富的安全。

养老理财或投资风险承受能力与其投资目标是相辅相成的，
也是觉得国民养老服务金融产品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调
查对象的风险偏好整体偏低，这也进一步印证了为何近一
半的调查对象投资目标都相对趋于保守。

1.28%

12.56%

50.57%

35.59%

0.0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可以阶段性承受30%及以上的亏损

可以阶段性承受10%-30%的亏损

可以阶段性承受10%以内的亏损

任何时候都不能出现亏损

养老理财或投资风险承受能力



1.养老服务金融市场参与情况和储备规模

15.92%
3.01%
6.48%
8.38%

15.59%
21.69%
26.27%
27.98%

50.81%

0.00% 20.00% 40.00% 60.00%

尚无其他养老财富储备
国债

信托产品
股票
基金
房产

银行理财
商业养老保险
银行存款

养老服务金融参与情况

31.92%

22.42%23.48%

10.11%
5.97% 3.98% 1.79% 0.25% 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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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财富储备情况

最受欢迎的养老服务金融产品依然是银行存款，超过
五成的调查对象都通过银行存款为自己储备了一定量
的养老财富，其次是商业养老保险和银行理财，此外，
购买房产、基金、股票、信托产品和国债等也成为国
民养老服务金融的重要选择。

对于目前已经参与养老财富储备的群体而言，目前近8
成（77.82%）的调查对象储备的养老财富在30万元以
内，22.18%的调查对象储备了超过30万元的养老财富。
总体来看，目前国民的养老财富储备还相对有限。



2.对未来养老收入的担心情况

调查数据显示，有16.64%的调查对象表

示完全不担心，34.12%的调查对象表示

不太担心，同时有近五成（49.24%）表

示一般或担心，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

我国养老财富储备体系还有进一步完善

的空间，需要不同主体共同努力，提供

更为多元和有效的养老金融产品，丰富

国民养老收入来源。

16.64%

34.12%

23.21% 22.22%

3.81%

0.00%

10.00%

20.00%

30.00%

40.00%

完全不担心 不太担心 一般 比较担心 非常担心

调查对象对未来养老收入的担心情况



1.养老财富储备开始时间和规模预期

17.75%

40.83%

26.38%

1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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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财富储备开始时间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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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对象对养老财富储备规模的预期

超过80%的调查对象认为整个养老期间的财富储备规模在
100万以内即可满足养老需求，同时，45.18%的调查对象
认为整个养老期间所需的财富储备规模在50万以内，
14.71%的调查对象认为30万以内的财富储备即可满足养老
需求；仅不到20%的认为养老财富储备规模需要达到100万
以上。

国民已经形成了较高的养老储备意识。这一方面可
能是由于传统的养儿防老已越来越不现实，需要依
靠自身的储备才能获得一个较高质量的老年生活；
另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养老金待遇水平不高，广大
国民希望通过其他的一些方式积累更多的养老资源。



2.养老财富储备和投资咨询费用支付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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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对象养老财富储备（占收入比重）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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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金融投资咨询费用支付意愿

超80%的调查对象愿意将30%以内的收入用于养老财
富储备，近20%的调查对象愿意投入养老财富储备占
收入超过30%国民愿意将多少比例的收入用于养老理
财，中位数约为11.32%，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显示当前
我国养老金融市场具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由于养老金融投资咨询属于商业行为，为保证其运作的
有效性，收取一定的投资咨询费用是提高咨询服务质量
的重要保障。调查数据显示，超过80%的调查对象愿意
为养老金融投资咨询支付相应的费用。同时，大多数调
查对象倾向于按照资金规模支付固定比例的费用。



3.养老服务金融产品的关注要点和投资期限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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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服务金融产品的主要关注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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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对象养老服务金融产品投资期限的期待

产品投资期限的期待，一方面反映了其对养老金融产品
需求情况，另一方面也是国民金融消费习惯和养老金融
素养的体现。国民关于养老服务金融产品的需求集中在
中短期投资产品上，对于长期投资产品的认同度仍然偏
低，这与全生命周期的养老财富储备之间存在一定偏差。

从国民选择养老服务金融产品的主要关注因素来看，安
全稳健居于全部要素的首位，同时产品的灵活性（可随
时投入/取出）也是国民在考虑养老服务金融产品时关
注的重要因素，此外，政策支持（如税收优惠等）、金
融机构信誉、预期收益等也成为重要关注要素



养老服务金融市场面临的问题

养老服务金融未来发展趋势判断

养老服务金融市场优化路径

养老服务金融市场面临

的问题与优化路径



养老服务金融市场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需求侧：

主客观因素共同影响，需求空间受限

供给侧：

产品设计针对性不强，有效供给不足

1.养老金融知识有限，抑制了多元养老储

备参与深度

2.投资风险偏好保守，养老财富储备存在

贬值风险

3.公众可支配收入不足，制约养老服务金

融参与能力

1.养老金融产品业务起步较晚，产品供给和

市场知晓度受限

2. 养老金融产品市场细分不足，导致市场参

与活跃度不高

3.配套和监管不到位，降低养老金融创新产

品认同度



养老财富储备战略
将为养老服务金融
发展提供新的助力

养老服务金融市场发展趋势判断

多元养老需求将为
养老服务金融发展
提供新空间

金融科技将为养老
服务金融发展打开
新通道

养老金融市场细分将
促进养老服务金融的
特色化和多元化发展



养老服务金融市场发展优化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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