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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化金融服务 做好五篇大文章

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一周年

开户数量持续增长 产品服务需优化

本报记者 陈露

去年11月25日，个人养老金制度

在36个先行城市（地区）正式启动实

施。 整体来看，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

一年以来，产品持续扩容，资金账户

开立数量不断增长。

业内人士认为，个人养老金制度

的实施，推动了我国养老保障体系的

建设，提高了养老保障水平。 未来还

有较大发展空间， 可从税收优惠、产

品供给、优化服务等方面做进一步的

探索和创新。

产品持续扩容

自个人养老金制度启动实施以

来，个人养老金产品持续扩容。 国家社

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显示， 截至11月

23日， 个人养老金产品合计已达741

只，包括465只存款产品、162只基金产

品、95只保险产品、19只理财产品。

今年9月， 金融监管总局发布通

知，推动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

险 （以下简称 “个税递延型养老保

险” ）试点与个人养老金衔接，当前

已有40只相关产品被纳入个人养老

金保险产品名单。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王

鹏认为， 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实施，推

动了我国养老保障体系的建设，提高

了养老保障水平。 中央财经大学证券

期货研究所研究员、内蒙古银行研究

发展部总经理杨海平表示，个人养老

金制度实施以来，个人养老金制度和

相关基础设施均得到了检验，为后续

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激发投资者缴存热情是关键

回望个人养老金制度启动实施

的一年，业内人士认为，相对开户数

持续增长而言，缴存、投资仍有不少

提升空间。 未来可在税收优惠力度、

提升个人养老金制度认知度等方面

下功夫，激发投资者缴存热情。

招联首席研究员董希淼认为，通过

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进行投资，可以享

受税收递延和优惠政策，但目前优惠力

度并不大。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年度投

资上限是12000元，对一部分群体而言

吸引力不够。 去年以来，受多种因素影

响，有部分养老基金、理财产品出现负

收益，低于投资者预期，这也在一定程

度上影响了投资者的投资意愿。

除个人养老金参加人达到领取

基本养老金年龄、 完全丧失劳动能

力、出国（境）定居，或者具有其他符

合国家规定的情形外，参加人不得提

前支取资金。 养老的属性要求下，部

分年轻投资者处于观望状态。

此外， 中国证券报记者调研发

现，部分投资者对个人养老金制度的

了解仍较少。 有投资者表示，自己开

立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主要是因为

银行推出了开户送福利活动，但对这

一制度不太了解，后续没有再缴存资

金和购买产品。

需进一步探索创新

业内人士认为，个人养老金制度

处于起步阶段，未来还有较大发展空

间，可从税收优惠、产品供给、优化服

务等方面做进一步的探索和创新。

“未来个人养老金制度还有很大

的发展空间，政策上可以进一步优化

调整。 建议财政税务部门、金融管理

部门在税收优惠、产品准入等方面采

取更多支持政策。 ” 董希淼举例称，比

如，对个人养老金产品实施税收递延

政策后， 整体税率还可以进一步降

低；对年收入6万元以下的人群，通过

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投资如何享受

税收优惠可以考虑进一步采取措施。

同时，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的投资上

限也还可以适当调整。

个人养老金产品也亟待进一步

丰富。 王鹏建议，进一步丰富个人养

老金产品的种类和投资范围，提供个

性化的养老投资选择。 兴银理财有关

负责人也表示，理财公司在养老理财

和养老金理财上， 独具特色和优势，

应当充分发挥综合优势，充分参与多

产品供给、适应多样化需求的养老金

融发展格局。

服务向实 价值向善 治理向上

农行探索中国特色普惠金融发展之路

●本报记者 王方圆

群山之巅、江海之畔、繁华都市、

乡间小道……祖国的辽阔大地上，农

业银行“普惠金融的拼图，一块都不

能少” 。

秉持这个宗旨， 农业银行坚守服

务乡村振兴领军银行和服务实体经济

主力银行定位，深入实施“三农”普惠

战略，创新普惠金融体制机制，打造数

字普惠服务模式， 为探索中国特色的

普惠金融发展之路积极作出贡献。

填补金融服务空白

地处西藏自治区西南边陲、 与尼

泊尔接壤的陈塘镇， 曾是日喀则市唯

一不通公路的乡镇，被称为“最后一座

陆路孤岛” 。 由于当地没有银行网点，

陈塘镇居民以往办理金融业务需要长

途跋涉到150公里之外的定结县。

完善农村金融服务基础设施至

关重要，但持续投入人力、物力保障

网点运营对商业银行而言是极大考

验。2021年7月，农行西藏日喀则分行

陈塘支行正式开业，切实满足了陈塘

镇居民的金融服务需求，终于结束了

他们的跋涉之苦。 数据显示， 早在

2021年末， 农行就在海拔3500米以

上地区设立网点500余个，在边境线2

公里以内设立网点70余个。

普惠也体现在具体的金融服务

中。 针对老年群体和残障群体，农行

积极开展网点适老化改造，建设无障

碍服务环境。 针对少数民族人群，农

行网点设备增加了5种少数民族语言

显示和语音导航功能。

走过万里路，越过千重山，农行

始终孜孜以求。 农行运营管理部总经

理刘伟杰表示：“农行将持续优化网

点服务，提升服务效率、改善服务环

境、改进服务体验，开展‘农情服务工

程’ ，打造好‘农情暖域’ 服务品牌，

提升适老化服务能力；持续延伸县域

乡镇服务网络，开展形式多样的‘送

金融服务下乡’ 工作，为乡村振兴提

供高品质金融服务。 ”

破解小微融资难题

普惠金融的服务对象普遍具有

“三无”（无抵质押、 无担保、 无财

表）特征，要从中寻找、识别、筛选出

“三有”（有信用、 有生产经营能力、

有现金流）融资服务对象，为其提供

包容性的小微金融服务，考验着金融

机构的决心和能力。

在此背景下，农行深入推进数字

化转型， 充分发挥金融科技作用，对

普惠金融业务模式进行深度重构和

全面再造，推动小微企业信贷服务向

线上化、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 深

度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对小微

市场主体进行多维度、多场景精准画

像，打造小微企业专属线上信贷产品

体系“小微e贷” 。

近年来，农行运用大数据对普惠

小微企业实施多维度、 多场景画像，

陆续创新“小微e贷”“惠农e贷”“助

业快e贷” 等线上信用类贷款产品，不

断提升普惠贷款的可得性和便利度。

持续加强线上金融服务，推出小微企

业专属金融服务渠道“普惠e站” ，提

供在线预约、在线信用评测、在线办

理融资等一站式、全产品、全流程金

融服务，月均访问量达到23万次。

农业银行副行长张旭光表示，截

至目前，农行近八成的普惠贷款来自

线上产品。 截至今年9月末，农业银行

普惠金融领域贷款余额超过3.5万亿

元，是5年前的6倍。 普惠型小微企业

贷款近5年来平均增速超过40%，信

贷支持普惠小微群体的客群超过340

万户。

深化体制机制改革

2021年，农行按照“一个主题、

两大定位、三大战略” ，对未来五年改

革发展方向进行系统谋划和战略部

署，“三农” 普惠便是全行三大战略

之首，并决定每年召开全行普惠金融

工作会议。

在不改变原有三农金融事业部

架构基础上，农行设立专门的普惠金

融事业部，打造了“三农+普惠” 双轮

驱动的普惠金融服务体系。 通过持续

完善普惠金融发展 “五专” 经营机

制，即专门的综合服务机制、专门的

统计核算机制、 专门的风险管理机

制、专门的资源配置机制以及专门的

考核评价机制，构建了一整套有别于

大中型客户的政策制度、业务流程与

经营模式。

“单独制定贷款增长计划，优先配

置信贷资源， 确保普惠贷款增速高于

全行贷款平均增速。 加大对普惠领域

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 将更多金融资

源配置到征信‘白户’ 、缺少抵押和保

证担保的客户群体。”在2023年普惠金

融工作会议中，农行明确表示，要继续

推动普惠金融业务高质量可持续发

展，继续做好普惠小微贷款投放工作。

服务向实，价值向善，治理向上。在

张旭光看来，近年来，农行普惠金融业

务取得长足进步， 主要得益于党中央、

国务院高度重视普惠金融发展，做出一

系列高瞻远瞩的战略部署。政府职能部

门综合运用财政、税收、货币等政策工

具，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措施。 金融监管

部门不断提高监管的有效性，为普惠金

融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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