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类个人养老金产品同台竞技

组合搭配受青睐

本报记者 王方圆

日前，首批个人养老金理财产品发售，标志着四类个人养老金产品已全部亮相，如何配置个人养老金成为投资者关注的热点话题。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多家银行调研了解到，目前个人养老金产品销售情况较好，其中养老基金备受年轻投资者青睐。 具体到产品投资，建议客户组合搭配，或结合自身生命周期及风险偏好进行选择。

四类产品各有特色

根据规定，个人养老金可用于购买符合规定的储蓄存款、理财产品、商业养老保险、公募基金等具备运作安全、成熟稳定、标的规范、侧重长期保值等基本特征的金融产品。

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显示，截至2月14日，全市场共有608只个人养老金产品。 其中包括13款养老保险产品、7只银行理财产品、133只养老基金产品、455只存款储蓄产品。 在业内人士看来，四类个人养老金产品各具特色，能够满足投资者多元化的产品需求。

广发银行一位客户经理向记者介绍，个人养老金旗下四类产品各具优势：储蓄产品即买即起息、本金收益有保证；养老保险产品保障更全面、缴费方式更灵活，且实行双账户管理；银行理财产品一般可获得超额收益，且产品风险适中；养老基金产品能够平衡不同生命周期的投资选择，长期来看年化收益更高。

就单类产品来看，个人养老金产品较日常理财产品更具优势。 以个人养老金理财产品为例，光大证券首席金融业分析师王一峰表示，个人养老金理财产品与以往产品最大的区别在于基于账户制，资金具有随缴随存的特征，相应采用了最小持有期产品设计，过了首个最短持有期后的赎回操作更加灵活。

此外，个人养老金产品还具有费率优惠。 中邮理财多资产投资部资深投资经理许鑫岳表示，中邮理财个人养老金理财产品在费率方面进行了大幅度让费让利，管理费、销售费打两折，让费幅度将近80%，另外不收取超额业绩报酬。

可组合搭配购买

从记者了解情况来看，2023年以来，受银行“开门红”优惠活动影响，个人养老金账户开户数已有较大幅度提升，但不少开户的客户仍未配置相应产品。 人社部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底，个人养老金参加人数1954万人，缴费人数613万人，总缴费金额142亿元。

从投资金额和投资周期来看，北京市丰台区招商银行一位客户经理告诉记者，建议每年缴纳12000元的上限以便最大程度享受个人养老金税收优惠政策，既可以一次性缴纳，也可以分期缴纳。

工行北京 分行一 家支行 客户经理 表示，挑 选个人 养老金 产品需要 着重考 虑个人 生命周期 ，建议进 行组合 搭配。 对 于年轻客 户，推荐 主要购 买养老 基金，以博 取长期 超额收 益。 若客户 年龄较 高，更为 推荐存 款产品和 理财产 品。 他还 透露 ，其 所在支行 个人养 老金理 财产品的 购买客 户年龄 多在 40岁 左右 。

“居民应从自身养老需求出发，根据 自身投 资理财 能力 、风 险偏好以 及可投 资资金 等因素 ，做 好个人 养老金 账户的 产品配置 。 ” 招联金 融首席 研究员 董希淼表 示，养老 基金和 理财产品 具有一 定风险 ，但收益 可能更高 ，居民应 自行承 担投资 风险；存款 产品风 险极低 ；养老保险 应重在 考察其 保障水 平。

发展空间广阔

自2022年11月25日实施以来，个人养老金制度运行平稳。 2023年2月3日，招商银行宣布，该行个人养老金客户数已突破200万户。

展望未来，业内人士认为，个人养老金开户数、缴纳金额、投资金额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中信银行与华夏基金联合发布的《中国居民养老财富管理发展报告（2022）》显示，我国居民养老财富规划意识整体仍偏弱，年轻人尤为不足。 虽然多数居民倾向于通过多元化养老投资方式进行养老储备，但是整体风险偏好仍倾向于保守。 当前主要存在养老财富规划意识薄弱、缺乏专业养老财富规划顾问、预期收益与实际收益不匹配等问题。

展望未来，业内人士认为，商业银行作为个人养老金的唯一资金入口，有望在投资者培育、产品咨询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国信证券研报称，个人养老金政策的落地将促使试点银行加快养老财富规划布局速度，依托自身账户管理能力强、产品丰富、服务广泛等优势，以养老为中心进行多方渠道合作，打造专业、完善、一体式的全生命周期养老规划服务体系。

Wind数据显示，截至2月14日

收盘，券商指数2023年以来累计上

涨8.51%， 成分股中有18只今年涨

幅在10%以上。

业务转型受关注

机构看好券商板块估值修复

●本报记者 胡雨

“牛市旗手” 券商板块2023年以来出现较明

显反弹，市场关注度有所升温。从日前多家券商披

露的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看， 当前各类投资机

构在调研中对券商包括财富管理业务、投行业务、

研究业务、 资管业务在内的业务布局规划格外关

注，如何平抑业绩波动也被问询。

从布局的角度看，业内人士认为，券商板

块有望迎来业绩及估值的进一步上修， 看好

业绩弹性较高标的、 权益类产品优势突出的

龙头券商。

财富管理业务备受关注

Wind数据显示，截至2月14日中国证券报记

者发稿，2023年以来，已有包括申万宏源、广发证

券、国海证券、长城证券、红塔证券、西部证券在内

的多家上市券商获得机构调研。整体上看，财富管

理业务、投行业务、研究业务、资管业务等是机构

较为关注的方向。

对于近年来备受关注的财富管理业务，广

发证券在回复机构提问时表示，公司的财富管

理转型坚持以数字化、配置化、平台化为战略

导向，通过加强金融产品研究能力和投顾资产

配置专业能力，致力于提升客户收益和盈利体

验。 国海证券表示，公司在财富管理转型方面

采取的举措包括投研引领、打造财富管理核心

竞争力，推进科技与业务运营、管理的融合，推

动财富、资管、研究、投行、投资、机构等业务及

各子公司的联动发展等。

全面注册制将至， 在为券商投行业务带来

增量发展空间的同时， 也对其执业水平提出更

高要求。对于投行业务的进一步发展，西部证券

在回应调研机构提问时表示， 公司将基于注册

制的新形势、新要求，在估值定价能力、研究分

析能力、合规经营能力、归位尽责意识等方面持

续提升，当好资本市场“看门人” ；将坚持差异

化、特色化、属地化发展方向，深耕重点产业，扎

根重点区域，为企业提供贯穿全生命周期的综合

性金融服务。

2022年证券行业整体经营业绩随市场波动

而承压，如何应对、平抑波动也是机构关注重

点。 长城证券2022年预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同比下降45%至55%， 公司在业绩预

告中表示是因自营投资业务收益减少。 长城证

券表示，公司将持续优化自营业务结构，致力于

构筑场外衍生品业务、量化中性策略、固收撮合

性业务等非方向性业务“护城河” ，不断增强业

绩稳定性。

看好三类标的

2023年，券商板块伴随A股市场回暖出现

一轮较为明显的反弹。 Wind数据显示，截至2

月14日收盘， 券商指数2023年以来累计上涨

8.51%， 成分股中有18只今年涨幅在10%以

上。 从近期多家机构发布的观点看，机构对券

商板块后市布局价值持续看好， 行业基本面有

望明显改善。

财通证券分析师夏昌盛认为，2023年证券行

业大概率迎来底部反转。 基于2022年一季度的极

低基数，2023年一季度整体业绩同比增幅有望超

过100%，高增长逻辑逐步确立；2023年二季度券

商财富管理基于同期权益类新发基金低基数，以

及市场平稳后基金销售逐步回暖， 有望迎来业绩

及估值的进一步上修。

从配置角度出发，夏昌盛看好三类券商标的：

一是投资业务恢复性高增长逻辑下， 业绩弹性较

高标的；二是全面注册制即将落地背景下，投行收

入占比较高标的；三是成长逻辑持续兑现，业绩具

备高贝塔属性的标的。

基金业协会日前公布2022年四季度公募基

金保有规模数据， 国联证券分析师刘雨辰认为，

在财富管理大浪潮中，公募基金长期壮大趋势不

改。 近期多家大型公募基金管理人发力ETF赛

道，或持续利好券商行业基金销售业务；此外，随

着市场活跃度提升， 政策积极信号更加明确，建

议重视权益类财富管理产业链投资机会，包括具

备头部互联网平台优势的标的、权益类产品优势

突出的龙头券商以及财富管理转型战略明确的

中小证券公司。

创新落实中央一号文件精神

农业“保险+期货” 引入人工智能技术

●本报记者 王超

如果说养猪也与AI（人工智能）有关系，

相信不少人会很惊讶。

在不久前完成的辽宁海城生猪 “保险+

期货” 收入险试点项目中， 期货业创新引入

AI物体识别技术， 成为一大亮点。 利用该技

术，养殖户可远程及时看到猪的头数、体重、

体长等基本信息。 当生猪生病时，还能及时预

警。“保险+期货” 至今已连续第八年写入中

央一号文件，在文件精神指引下，三大商品交

易所紧跟时代步伐，不断优化调整项目模式，

鼓励创新型产品推出。

相关人士表示， 期货经营机构在持续扩

大“保险+期货” 覆盖地域和品种的基础上，

还要积极引导银行信贷资金等广泛参与，完

善项目保障。构建包括“保险+期货” 、场外期

权、“期货价格+价差收购” 等模式在内的

“农民收入保障计划” 试点，持续发挥“保险

+期货” 在服务“三农” 中的作用。

养猪户用上AI技术

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到， 在近期结项的

辽宁海城生猪“保险+期货” 收入险试点项目

中，AI物体识别技术闪亮登场。

据介绍，该AI物体识别技术以IoT� PaaS

平台为核心， 通过物联网智能硬件获取生猪

养殖圈栏内的实时养殖影像数据， 并采用目

标识别等算法对生猪数量进行精准识别。 还

可以通过智能电子秤获取生猪体重及体长等

基本信息，自动对生猪进行拍摄，实现远距离

非接触的信息采集， 同时在生猪出现异常情

况时能够进行预警。

“AI物体识别技术的引入， 不仅直接降

低了养殖户的人工成本， 有效提升养殖户的

管理能力，也为保险公司数据收集、提升理赔

查勘准确性提供了支持。当发生报案时，保险

公司理赔人员可随时调取相关数据对生猪数

量进行盘点， 规避了传统生猪养殖保险理赔

定损中通过养殖户上报或电子耳标确认存在

的造假风险， 病死生猪的无害化消杀信息回

传有效防止了二次不当利用。”相关保险公司

人员表示。

此次项目由大连商品交易所和辽宁省海

城市政府支持，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辽宁分公

司承保，银河期货、大有期货、建信期货、永安

期货、南华期货等公司共同承做。覆盖81家养

殖户的16.8万头生猪，保险保障金额4.7亿元，

最终实现赔付1139.24万元。

据参与项目的期货公司相关负责人介

绍， 该项创新使生猪价格险和生猪养殖险实

现更好融合，为养殖户提供了双重风险保障。

当生猪因病死亡后， 理赔人员可随时调取相

关数据，仅需赔偿生猪养殖险；在赔偿生猪价

格险时， 可基于生猪实际出栏数据实现精准

理赔。

连续八年写入中央一号文件

2015年大商所在辽宁义县落地国内第一

单“保险+期货” 项目试点， 开启期货市场

“保险+期货”模式服务“三农” 的新篇章。此

后，“保险+期货” 至今已连续第八年写入中

央一号文件，在文件精神指引下，三大商品交

易所紧跟时代步伐，不断优化调整项目模式，

鼓励创新型产品推出。 从最初的价格险到收

入险，从种植环节到全产业链，从零星分散到

县域覆盖，从交易所单一支持到政府、业界多

方合力，不断创新升级，“保险+期货” 运用金

融活水精准滴灌， 不断谱写乡村振兴工作的

新篇章。

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 发挥多层次

资本市场支农作用，优化“保险+期货” 。中粮

期货“保险+期货” 业务总监陈驰认为，期货

作为金融市场的重要分支之一，如何与保险、

银行、 农担等金融机构多层次结合将是今后

资本市场服务“三农” 的着力点。

所谓“保险+期货” ，即农户购买农产品

价格保险，一旦遭遇市场价格动荡，触发价格

保险赔付条款，将由保险公司赔付亏损。 保险

公司则通过向期货风险管理子公司购买场外

期权产品转移赔付风险，实现“再保险” ，形

成风险多方共担的共赢格局。

“保险+期货”模式正是为了解决长期困

扰 “三农” 健康发展的风险难题而诞生的。

“它用最直白的语言跟农民讲金融，用最实际

的办法给农民解决生产难题。 ” 陈驰说。

以大商所为例， 从2022年项目开展情

况来看，各方参与踊跃，市场反响良好，项

目规模进一步扩大。 大商所全年引导64家

期货公司联合保险公司共开展362个项目，

包括11个大豆振兴专项、19个生猪专项、23

个地区专项和309个养殖分散项目，实现总

理赔约3.5亿元， 覆盖农户15.7万户、 现货

197万吨。

五矿期货期权事业部李仁君和焦方正介

绍，2022年公司相关项目涉及天然橡胶、苹

果、生猪、玉米、棉花、花生6个品种，折成现货

数量约8.69万吨， 受保障的种植面积约90万

亩、生猪约14.77万头，服务的农户数量达到

10.8万户。

“2022年我们保障品种涵盖生猪、玉米、

豆粕、大豆、橡胶、苹果、棉花、白糖、红枣、鸡

蛋、纸浆等市场主流产品。项目保障农产品规

模超10万吨，参与并主导了多个大型项目，且

均实现良好效应。” 长江期货产业服务总部总

经理李富表示。

三大困扰待解

自2016年“保险+期货” 写入中央一号

文件开始，各方不断创新模式，从单一的价格

保险到实现产量价格双保障的收入保险，再

到进一步探索形成 “保险+期货+订单+信

贷” 的创新模式，形成产业链金融服务闭环，

切实解决了规模种植主体的保险、售粮、融资

等一系列难题。

但记者调研中发现，目前“保险+期货”

发展仍存在保费来源、产品设计、品种有限三

大困扰因素。

首先，保费的来源问题仍是“保险+期

货” 全面推开的重要阻力之一。以2022年大

商所“保险+期货” 项目的保费构成为例，

财政补贴为2.72亿元，占比38%，而交易所

补贴为2.68亿元，占比37.5%。 在2022年的

11个大豆振兴项目中， 除交易所支持资金

外，各级财政以及农户等共缴纳了超70%的

保费， 其中财政资金支持比例更是首次突

破50%。

其次，在产品的设计方面，农户对保险的

认知目前仍多停留在能否获得赔付的层面

上， 如何在满足监管的前提下提升产品的赔

付率，需要行业继续探索。

再次，目前期货市场中可以运用“保险+

期货” 模式进行风险保障的农产品品种较为

有限，远远不能满足现货市场需求。

陈驰建议， 政策性农险资金应适当介入

“保险+期货”项目，并形成长效补贴机制。同

时， 交易所可以在成熟品种基础上推出更多

“三农” 品种，以提供更多的项目工具。

“应优化‘保险+期货’ 业务环境，提升

保障效果。 ” 五矿期货期权事业部负责人认

为，需要形成保险、期货、农户风险利益更

加均衡的运行模式， 让广大农户和产业链

各类主体真切看到这项业务带来的好处。

保险机构可以为处于不同生产阶段的不同

经营主体提供相应保险产品。 期货市场可

以适时推出新型农产品期货和衍生工具填

补市场需求，开发场内期权交易，为保险机

构提供多种风险管理渠道， 形成较为完善

的产品链条。

�四类产品各有特色

根据规定， 个人养老金可用于购买符合

规定的储蓄存款、理财产品、商业养老保险、

公募基金等具备运作安全、成熟稳定、标的规

范、侧重长期保值等基本特征的金融产品。

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显示，截至

2月14日， 全市场共有608只个人养老金产

品。其中包括13款养老保险产品、7只银行理

财产品、133只养老基金产品、455只存款储

蓄产品。 在业内人士看来，四类个人养老金

产品各具特色，能够满足投资者多元化的产

品需求。

广发银行一位客户经理向记者介绍，个

人养老金旗下四类产品各具优势：储蓄产品

即买即起息、本金收益有保证；养老保险产

品保障更全面、缴费方式更灵活，且实行双

账户管理；银行理财产品一般可获得超额收

益，且产品风险适中；养老基金产品能够平

衡不同生命周期的投资选择，长期来看年化

收益更高。

就单类产品来看， 个人养老金产品较日

常理财产品更具优势。 以个人养老金理财产

品为例， 光大证券首席金融业分析师王一峰

表示， 个人养老金理财产品与以往产品最大

的区别在于基于账户制， 资金具有随缴随存

的特征，相应采用了最小持有期产品设计，过

了首个最短持有期后的赎回操作更加灵活。

此外， 个人养老金产品还具有费率优

惠。 中邮理财多资产投资部资深投资经理许

鑫岳表示，中邮理财个人养老金理财产品在

费率方面进行了大幅度让费让利， 管理费、

销售费打两折，让费幅度将近80%，另外不

收取超额业绩报酬。

四类个人养老金产品同台竞技

组合搭配受青睐

上涨8.51%

日前， 首批个人养老金理

财产品发售， 标志着四类个人

养老金产品已全部亮相， 如何

配置个人养老金成为投资者关

注的热点话题。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多家银

行调研了解到， 目前个人养老

金产品销售情况较好， 其中养

老基金备受年轻投资者青睐。

具体到产品投资， 建议客户组

合搭配， 或结合自身生命周期

及风险偏好进行选择。

● 本报记者 王方圆

�发展空间广阔

自2022年11月25日实施以来， 个人养

老金制度运行平稳。 2023年2月3日，招商银

行宣布， 该行个人养老金客户数已突破200

万户。

展望未来，业内人士认为，个人养老金

开户数、缴纳金额、投资金额仍有较大提升

空间。 中信银行与华夏基金联合发布的《中

国居民养老财富管理发展报告（2022）》显

示， 我国居民养老财富规划意识整体仍偏

弱，年轻人尤为不足。 虽然多数居民倾向于

通过多元化养老投资方式进行养老储备，但

是整体风险偏好仍倾向于保守。 当前主要存

在养老财富规划意识薄弱、缺乏专业养老财

富规划顾问、预期收益与实际收益不匹配等

问题。

展望未来，业内人士认为，商业银行作

为个人养老金的唯一资金入口，有望在投资

者培育、产品咨询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国

信证券研报称，个人养老金政策的落地将促

使试点银行加快养老财富规划布局速度，依

托自身账户管理能力强、产品丰富、服务广

泛等优势， 以养老为中心进行多方渠道合

作，打造专业、完善、一体式的全生命周期养

老规划服务体系。

�可组合搭配购买

从记者了解情况来看，2023年以来，受

银行“开门红” 优惠活动影响，个人养老金

账户开户数已有较大幅度提升，但不少开户

的客户仍未配置相应产品。 人社部数据显

示， 截至2022年底， 个人养老金参加人数

1954万人，缴费人数613万人，总缴费金额

142亿元。

从投资金额和投资周期来看，北京市丰

台区招商银行一位客户经理告诉记者，建议

每年缴纳12000元的上限以便最大程度享受

个人养老金税收优惠政策，既可以一次性缴

纳，也可以分期缴纳。

工行北京分行一家支行客户经理表

示， 挑选个人养老金产品需要着重考虑个

人生命周期，建议进行组合搭配。 对于年轻

客户，推荐主要购买养老基金，以博取长期

超额收益。 若客户年龄较高，更为推荐存款

产品和理财产品。 他还透露，其所在支行个

人养老金理财产品的购买客户年龄多在40

岁左右。

“居民应从自身养老需求出发，根据自

身投资理财能力、 风险偏好以及可投资资

金等因素， 做好个人养老金账户的产品配

置。 ” 招联金融首席研究员董希淼表示，养

老基金和理财产品具有一定风险， 但收益

可能更高，居民应自行承担投资风险；存款

产品风险极低； 养老保险应重在考察其保

障水平。

视觉中国图片

资管时代

2023/2/15

星期三 责编

/

焦源源 美编

/

王春燕 电话

/010-58228059

A05

Institu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