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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构建

多层次养老体系

□本报记者 马爽

关于养老， 最近几年社会上出现不少新

潮词汇，如抱团养老、旅居养老、兴趣养老、候

鸟式养老等。养老的形式林林总总，所需的花

费更是不菲。那么我们有没有想过，这些养老

钱从哪里来呢？

过去我们常说“养儿防老” ，关于养老，

不少人首先会想到依靠儿女， 通过家庭成员

之间的购买力转移获取养老保障。

但在现代社会， 年轻人的生活压力越来

越大，除了日常开销，还要支付房贷、车贷等，

可能还要抚养不止一个孩子， 如果夫妻双方

都是独生子女，还有四位老人需要赡养。经济

负担较重让部分年轻人自顾不暇。

不过即使儿女有能力， 一些父母也不愿

意主动伸手向孩子要钱。随着社会发展，部分

年轻人还变身 “丁克一族” 。 时代在变，“养

儿防老” 的观念也在淡化。

关于养老，大家最关心什么呢？ 对于这个

问题， 记者身边多位家人及朋友的答案出奇

一致：担心养老金不够花。

当前， 我国正在加快构建以基本养老保

险为基础，以企业/职业年金为补充，与个人

储蓄性养老保险和商业保险相衔接的 “三支

柱” 体系，这为我们的养老提供了新思路。

作为第一支柱， 基本养老保险覆盖面

广、普惠性强。 人社部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

末，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约10.3亿人，

基本实现劳动人口全覆盖。 但作为基础保

障，基本养老保险只满足人们退休后的基本

生存需求。

作为第二支柱的企业年金，由于设立时

间较短，目前覆盖面比较有限。 人社部数据

显示，截至2021年末，我国参加企业/职业年

金的人数约7200万人，仅占我国总人口的5%

左右。

第三支柱即2022年最新推出的个人养老

金制度。 去年11月，个人养老金制度启动，补

齐了我国养老保险体系的拼图。

如果说养老预防性储蓄是 “支付给未来

的自己” ，那么参与个人养老金制度就是“投

资给未来的自己” 。

个人养老金制度是政府政策支持、 个人

自愿参加、市场化运营的补充养老保险制度。

居民可以在银行开立一个专属的个人养老金

资金账户，每年最高缴存12000元，这笔钱不

仅可以用于自主投资合意的养老产品， 还能

在税收优惠政策下用于抵扣个人所得税。

老去，是每个人必须面对的事实。 无论

身份、职业、性别，到了退休的年纪，我们都

会有一个统一的身份———“老人” 。 年轻时

的我们尽管负重前行， 但也要提前做好筹

备，让“钱袋子” 鼓起来，才能让慢慢老去的

自己更有“底气” 追求诗与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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