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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发展第三支柱养老保险

专家建言“三箭齐发” 补齐短板

●本报记者 程竹

对于第三支柱养老保险的探索，今

年步伐明显加快。

日前，《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

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提出，完善

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 大力发展企业

（职业）年金，促进和规范发展第三支

柱养老保险。

业内人士认为，未来行业助推第三

支柱养老保险发展，一是要明确第三支

柱商业养老保险的认定标准，二是进一

步完善个税递延优惠政策，三是开发设

计差异化的商业养老保险产品。

政策渐明 路径清晰

在顶层设计方面，今年以来监管部

门多次提及促进和规范发展第三支柱

养老保险。

今年2月， 人社部表示：“要建立以

账户制为基础、个人自愿参加、国家财

政税收支持，资金形成市场化投资运营

的个人养老金制度。 ” 5月，银保监会发

布《关于开展专属商业养老保险试点的

通知》，规定从6月起在浙江和重庆进行

专属商业养老保险试点。 9月，银保监会

批复同意筹建国民养老保险公司，同月

发布《关于开展养老理财产品试点的通

知》， 光大理财等4家机构获批在4地开

展养老理财产品试点。 10月，银保监会

发布《关于进一步丰富人身保险产品供

给的指导意见》提出，积极开发具备长

期养老功能的专属养老保险产品。

银保监会副主席肖远企曾表示，目

前规范发展第三支柱养老保险的基础

和条件比较成熟，一方面，我国养老金

融需求非常巨大；另一方面，我国居民

存款已经超过90万亿元， 可转化为长

期养老资金的金融资产非常可观。

在实际操作方面，6月1日起，人保

寿险、中国人寿、太平人寿、中国太平洋

人寿、泰康人寿、新华人寿6家人身险

公司在浙江省（含宁波市）和重庆市开

展专属商业养老保险试点。 另外，从9

月15日起， 银保监会确定工银理财在

武汉和成都、建信理财和招银理财在深

圳、光大理财在青岛开展养老理财产品

试点，试点期限一年。

政策渐明，路径清晰。 申万宏源分

析师葛玉翔认为，监管层已看到当前第

三支柱养老保险的必要性，随着我国老

龄化程度不断加剧，相关养老金融政策

将逐步落地，第三支柱养老保险保费规

模具有极大的增长空间和潜力。

面临部分因素制约

据测算，当前我国居民金融总资产

已达160万亿元，超过90万亿元的金融

资产为银行存款，且绝大多数低于一年

期限， 居民养老资产不足1万亿元，这

与养老金相关产品供给不足直接相关。

同时，居民个人储备养老资产的意

识不强，对长期的具有养老保障功能的

养老金融产品缺乏购买意愿，从源头上

制约了业务发展壮大。 统计显示，以个

人所得税递延型养老保险为例，作为第

三支柱养老保险的有益探索和积极尝

试，从2018年试点实施以来，参保人数

不足5万人。

中国光大集团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课

题组认为，从国际经验来看，除了保险公

司之外，基金公司、资产管理公司、信托

公司等机构广泛参与养老金融产品开

发，对比而言，我国养老金融产品存在数

量少、短期化、同质化等问题。 比如，保险

业年金产品种类严重不足， 保险公司提

供的年金型养老保险产品在人身险行业

中占比为2%；再如，从个税递延型养老

保险试点来看，实施以来保费收入仅有4

亿元，且卖方市场集中度高，少数保险公

司设计的产品客户体验不佳。

上述课题组认为，财税政策支撑不

足，覆盖群体有限是制约第三支柱养老

保险发展的重要原因，“我国个人税延

型养老保险在试点地区推广不明显，业

界认为税收政策支撑不足” 。

多措并举

对于相关短板如何补齐，银保监会

相关人士指出，下一步，规范发展第三

支柱养老保险需要重点做好三方面工

作， 一是建立丰富的产品供给体系，二

是增加第三支柱产品的吸引力，三是培

育专业养老金融机构。

大家保险相关人士建议， 一是明确

第三支柱商业养老保险的认定标准，同

时制订商业养老保险标准化条款， 原则

上含有终身领取功能、承担长寿风险、采

用行业标准化条款的产品都应纳入第三

支柱商业养老保险统计范畴， 从而促进

第三支柱养老资金总量的提升， 避免过

度强调“专属化”带来的参与主体受限、

开办流程冗长、市场活力不足等问题。

“二是进一步完善个税递延优惠

政策。 ” 大家保险相关人士表示，建议

采取个人税收APP上申报抵扣方式办

理税收递延的申请，简化繁琐的系统对

接及个人购买流程；同时，建议开放可

递延税收的产品范围，释放市场参与积

极性，采用“清单制” 明确可递延税收

的产品标准，而不只是“专属产品” ；另

外，提升可递延的抵扣额度，切实激发

中等收入群体购买该类产品的积极性。

在产品供给体系方面，业内人士建

议， 首先是针对不同生命周期的人群，

开发设计差异化的商业养老保险产品；

其次，要控制风险，加强信息披露。商业

养老保险的资金周期较长，而养老需求

的特殊性使得其资金不能有较大波动。

资金管理需要在控制风险的基础上追

求收益，同时也要做好信息披露。

金融科技公司持续发力撮合贷款业务

科技研发投入继续加码

●本报记者 欧阳剑环

日前，在美上市的中概金融科技

上市公司360数科、乐信、信也科技

纷纷披露三季报。 财报显示，三家金

融科技公司三季度业绩增长亮眼，撮

合贷款业务增长势头持续。

在互联网贷款监管持续收紧的

背景下， 上述公司纷纷发力无风险、

纯科技的业务模式，并继续加码科技

研发投入。

服务小微企业成转型方向

财报显示，上述三家金融科技公

司业绩增长亮眼。

从营收和净利润来看， 三季度

360数科实现营收46.1亿元，同比增

长24.6%； 实现净利润15.6亿元，同

比增长27%；乐信实现营收30亿元，

息税前利润7.5亿元（非美国通用会

计准则），同比增长50%；信也科技

实现营收 25.25亿元， 同比增长

40.8%， 环比增长5.9%， 净利润为

6.32亿元。

在撮合贷款方面，360数科三季

度促成交易金额 975.92亿元，较

2020年同期增长47.9%；乐信促成借

款额558亿元，同比增长16%；信也

科技促成交易金额为381亿元，同比

增长120.2%。

值得注意的是， 在监管引领下，

小微企业服务正成为金融科技公司

竞相发力的方向。

截至三季度末，360数科累计连

接115家金融机构和1.82亿个人用户

和小微企业； 帮助金融机构为3650

万个人用户和小微企业提供授信服

务，同比增长24.6%；为2330万个人

用户和小微企业提供借款便利，同比

增长24.6%。 三季度，信也科技单季

服务的小微企业数量为48.8万户，同

比增长398%，环比增长20%；单季促

成交易金额为79亿元， 环比增长

27%， 占三季度促成交易总金额的

21%。 三季度，乐信面向小微经营的

信用借款业务52亿元， 环比增长

31%。

发力无风险信贷业务

去年以来，为约束互联网贷款

业务风险， 监管制度短板不断补

齐。 业内人士强调，银行在与第三

方机构开展合作，应避免成为单纯

的资金提供方，需坚持风险判断的

独立性。

在此背景下，向不承担信用风险

的轻资本化转型成为助贷行业转型

的重要趋势，这一趋势在数据中也有

所体现。 截至三季度末，360数科轻

资本及其他科技业务项下交易额为

554.76亿元，同比上升205%，占全部

业务比重达56.8%；三季度，乐信无

风险业务创造了12亿元收入， 占总

营收40%，创历史新高；乐信新增交

易额中，无风险、纯科技服务模式部

分，占比超过40%。

此外， 随着 《征信业务管理办

法》近日发布，征信全流程业务规则

进一步明确，多位专家认为，这将给

助贷等互联网金融平台的运营模式

带来直接影响，助贷业务将向“助贷

机构-征信公司-金融机构” 的展业

模式转变。

零壹智库日前发布的报告指出，

未来科技助贷将成为行业发展主流，

技术的价值会进一步凸显出来。助贷

机构只有加强自身的科技服务能力，

寻求与金融机构和个人征信机构的

合规化合作模式，才是长久之计。 一

些中小助贷机构由于自身技术能力

较弱，很可能退出这一领域。

从财报来看，金融科技公司正持

续加码科技研发投入。信也科技三季

度研发费用达1.045亿元， 同比增长

12.4%；乐信三季度单季研发投入达

1.3亿元，同比增长10.7%，研发投入

占运营支出18%，占比较二季度进一

步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