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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募基金在养老投资方面积累了较丰富的管理经验，能较好发挥权益投资对资产增
值的作用。

文  |  岳子义   任嘉杰

公募基金助力个人养老发展
践行金融为民，

今年以来，我国个人养老体系建设进入快

速推进阶段，顶层政策和一系列相关具体配套

措施陆续出台，个人养老金落地开闸，标志着

我国养老第三支柱发展进入新阶段，而个人养

老金入市则将开启公募基金服务人民的发展新

阶段。

传统养老面临新挑战
改革开放 40 多年以来，我国社会保障事业

实现了从传统的国家负责、单位包办、封闭运

行，逐步向政府主导、责任分担的社会化养老

转型，总体上实现了全民覆盖、应保尽保，初

步构建起托底保障、基本保险和补充保障互补

共进的多层次社会保障网。但同时，养老体系

运行也面临着新形势新挑战。根据国家卫健委

测算，2035 年前后我国 60 岁以上人口占比将

超过 30%，进入人口重度老龄化阶段。人口老

龄化、就业结构多元化、收入结构分层化等新

变化带来了养老金支出负担加重、覆盖不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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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这在一定时期内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稳

定的资金来源，但银行的风险管理体系也要求

其资金来源具备低风险、低收益性，这导致了

银行储蓄存款的收益率普遍偏低，甚至无法超

过通胀，保值增值压力较大，因而居民通过储

蓄渠道养老的意愿不强。而第三支柱的养老体

系采用市场化的方式运行管理，公募基金、保

险公司、银行、理财等多主体共同参与，极大

地丰富了市场产品供给，拓宽了居民的投资渠

道。此外，通过发行定制化养老产品，不仅满

足了居民个性化养老需求，而且有助于帮助居

民尽早建立养老规划，形成长期的风险防范意

识，树立更加积极的养老理念，激发具备自主

养老潜力的群体主动作为，减轻基本养老金负

担。

11 月 4 日，证监会发布《个人养老金投资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业务管理暂行规定》（以

下简称“暂行规定”），确定了基金管理人开

展个人养老金投资基金业务的原则和要求及相

关产品标准要求。个人养老金制度进入快速发

展时期，各基金公司加快布局养老目标基金中

的基金（FOF）产品。

长期以来，我国资本市场由于以个人投资

者为主导，个人投资者由于持有期限短、专业

知识储备不足、投资行为群体效应强，市场存

在一定的短期炒作氛围，波动性居高不下。个

人养老金则具备天然的长期投资属性，从主体

需求看，投资者退休前进行个人养老金投资供

退休后使用，投资期限普遍在二三十年以上；

从政策制定看，证监会发布的《个人养老金投

资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业务管理暂行规定》，

要求对个人养老金投资基金业务、产品业绩、

人员绩效的考核不得少于 5 年，体现了监管主

体对投资理念稳定性、长期性的内在要求。因

而机构管理的养老金天然具备长期性、专业性

特点，养老金入市有助于形成长期稳定的市场

风格，培养价值投资、长期投资的科学理念，

受益不均衡等新问题。

1991 年，《国务院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

制度改革的决定》提出了基本养老保险、企业

补充养老保险、个人储蓄型养老保险相结合的

养老保险体系。其中，个人储蓄型养老保险即

为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原型。虽然个人养老金制

度提出较早，但配套政策跟进较慢，探索起步

时间较晚，很长一段时间内仅有税延型商业养

老保险这一类产品。直到 2022 年 4 月 21 日，

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发布《关于推动个人养老金

发展的意见》，养老第三支柱建设迈出了具有

实质性、里程碑意义的一步。11 月 4 日，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银保监会、证监会五部门联合发布《个人养老

金实施办法》，对个人养老金参加流程、资金

账户管理、机构与产品管理、信息披露、监督

管理等方面做出了具体规定。与此同时，财政

部和税务总局、银保监会、证监会就个人养老

金税收政策、账户开立、产品投资等方面的实

施细节进行明确，意味着个人养老金制度进入

实质性推动落地阶段。11 月 25 日，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部宣布，个人养老金制度启动实施。

在全国 36 个试点城市或地区，可通过全国统一

线上服务入口或商业银行等渠道建立个人养老

金账户，通过商业银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资金账

户，个人养老金时代到来。

养老市场供给需完善
作为养老金体系的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

采取个人自愿参加、政府政策支持、市场化运

作的新模式，不仅可以解决第一支柱替代率有

待提升、第二支柱覆盖面有待拓展的问题，丰

富居民养老渠道，解决个性化的养老需求，化

解保障资金供需矛盾，而且还能强化科学投资

理念，助力金融市场营造长期、稳定氛围。

我国是以间接融资为主要融资方式的国

家，银行体系长期居于我国金融市场的主导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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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获批，为个人养老业务提供了丰富的配置

选择和投资工具。

四是加强客户服务与陪伴，引导投资者建

立科学养老理财观念。为了提升投资者的个人

养老意识，英大基金认真落实监管机构关于“一

司一省一高校”投教活动的安排，积极宣传个

人养老金相关政策和养老金融知识，充分运用

线上、线下渠道和平台，发布养老投教文章、

养老投教短视频，帮助个人投资者树立长期投

资、价值投资的养老投资理念。

五是科技赋能养老金投资运作和风险管

理。英大基金夯实信息系统建设和服务支撑能

力，将“数字化”作为实现加速发展和转型升

级的核心引擎，探索运用大数据、云计算、智

能投研等金融科技手段建立系统连接和相关数

据交互，打造一体化数字化平台，给投资者带

来更好的投资体验。

同时，英大基金还充分发挥股东优势，主

动加强与各相关方的沟通协作，共同促进养老

普惠金融发展。在国网社保中心和英大集团的

指导下，英大基金积极参与国网养老金管理及

服务保障、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建设等工作，

参与设计建设了“主力型”“优选型”养老金

产品池，并负责产品池的日常监督管理，进一

步丰富了英大基金个人养老金业务实践。

作为公募基金行业的一员，英大基金将站

稳人民立场、把握人民愿望，致力“老有所养”，

坚决落实中央部署，展现央企担当，充分发挥

专业价值，共同塑造良好生态，积极服务个人

养老金高质量发展，持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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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金融市场平稳发展。

充分发挥公募优势
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公募基金凭借制度

设计、运作管理、信息披露、治理结构以及投

资能力方面的优势，已成为居民理财和养老金

融服务的中坚力量。同时，公募基金目前已有

丰富的第一、二支柱养老金管理经验，根据基

金业协会的统计，公募基金受托管理基本养老

金、企业年金、社保基金等各类养老金超过 4

万亿元，占养老金受托比例的 50%。

英大基金从长远的战略视角出发，系统、

全面规划养老金业务发展与布局，优化组织架

构，加大人力、资本、研究、科技等资源投入，

用专业力量全力支持国家养老体系建设，在以

下五个方面重点发力。

一是不断强化投资研究主动管理能力。英

大基金坚持把投资者利益放在首位，践行价值

投资、长期投资、稳健投资的理念，恪尽职守、

勤勉尽责、审慎稳健，持续为投资者创造超额

收益。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英大基金旗下

权益类基金绝对收益近 1、2、5 年全行业排名

分别为 15/157、34/145、30/108，长中短期业

绩稳居行业前列。

二是持续打造高质量、专业化的投研团队。

英大基金 2022 年 6 月设立 FOF（养老）投资部，

FOF 投研团队目前由 5 名投研人员构成，从业

年限 10 年以上，从业背景丰富，专业性互相补

充，覆盖宏观、资产配置、权益、固收、量化

投资，为养老金投资提供了强大的团队保障。

三是打造一站式、立体化个人养老投资

产品谱系。英大基金开发涵盖 2035、2040、

2045、2050、2055、2060 等 6 个目标日期在内

的养老目标 FOF 产品矩阵，目前该 6 只产品已
（作者均供职于英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岳子义系
FOF（养老）投资部副总经理，任嘉杰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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