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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个中国人里：5个劳动力，1个退休者

中国“老化”速度加快，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

中国居民年龄中值

养老金入不敷出，社保支出未来持续释放

中国老龄化现状

目前中国的
劳动力与退休人数之比 5:1

:
2015年年末，我国65周岁及以上人口数为1.44亿人，占总人口的10.5%，老龄人口比例持
续攀升。中国是全球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退休养老问题带来的社会压力日益加大。

未来，随着平均预期寿命的增长，我国老年人口的绝对数量及相对
于总人口的比例还将继续增加，年龄中值也将继续后移，人口老龄
化日趋严重。

中值含义：按年龄把人群由高到低排序，排在正中间那个人的年龄就是年龄中值*

*

2014年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支出增幅已远高于收入的增幅，进入入不敷出的阶段。

 根据财政部数据以及中科院相关报告批露，2014年全国31个省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当年结余出现1226亿元的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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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年提高，养老负担日益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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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2015：持续上扬，2016：下降至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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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速放缓  退休准备指数4年来首降

2016 年居民退休准备指数为 6.0，比去年的 6.5 出现显著下滑

四大因素是指数下降的主因

中国居民退休准备纵览

这次调查从31个省市自治区，分层随机抽取了共2000个样本，其中：

该指数是在引入受访者对退休准备的退休责任意识、财务规划认知水平、财务问题理解能力、退休
计划完善度、退休储蓄充分度及取得期望收入信心等6个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根据相应权重和相互
关系计算而来。

深层原因是宏观经济增长放缓

导致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4年来首次下降的更深层次原因是：
宏观经济增长放缓，全球整体的退休准备情况都变差；居民对经济及退休后收入的预期回归理性。

2016年，仅有15.3%的人认为自己准备得十分充分，该人群人数为三年来最低；认为退休准备不足以支
撑退休生活的群体则较2015年提高了10%。

在职职工约占90%     退休者约占10%    男性和女性受访者各一半

退休责任意识变弱：

认为自己对退休收入

责任较小

的人群为三年来最高

退休计划完善度下降：

目前尚无退休计划的受访者

比例有所提高

退休储蓄充分度不够：

人们意识到为退休

所做的储蓄

不足以支撑退休后的生活

取得期望收入的信心下滑：

受宏观经济放缓影响，

也与人们对经济

的预期回归理性有关



2014年2015年 2016年

Q40 +Q41+ Q42+ Q43+ Q44+ Q46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抚育子女、赡养父母等由于组建家庭带来的责任会促使人们开始储蓄，而开始工
作或收入增加等却未必能起到如此促进作用。

二胎政策：在18-34岁群体中

2016年具备良好储蓄习惯的
人群比例重新回到2014年水
平，人们对于自身财务状况
有待进一步提升。

上养老下育小“夹心层”退休准备不容乐观

影响退休准备指数的因素

经济发达程度
同方全球人寿重要业务市场居民退休准备指数要优于全国

Q40-退休责任意识（确保自己退休收入的责任），

Q41-财务规划认知水平，Q42-财务问题理解能力，

Q43-退休计划完善度，Q44-退休储蓄充分度，

Q46-取得期望收入的信心

其中最大的优势在于退休计划完善度与退休储蓄充分度

阅历，学历及收入

储蓄情况

二胎政策及婚姻状况

家中有
无偿照护者的群体

家中没有
无偿照护者的群体

退休准备情况

退休准备情况

优于

无偿照护者：

年龄

25-34岁群体的
退休准备指数不容乐观，
可能与赡养父母及养育子
女的负担加重有关

受教
育程度

高学历群体
在退休准备的
每个方面都比

低学历群体要更完善

25-34岁 高学历
低学历

收入
水平

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
居民的退休准备指数

有十分一致且显著的提高，
其中退休计划完善度和退休储蓄
充分度是造成差异的主要因素

家庭收入

退休储蓄习惯

2014年2015年2016年

2016年拥有退休计划的
群体的比例低于前两年，
近四成受访者无计划或对
退休计划毫无概念。

个人退休计划
无计划
无概念有计划

退休准备指数
优于

家庭的准备情况
优于

随着年龄的增大

婚姻状况

已婚人士
同居群体

单身、离婚群体

广东、山东、
江苏、上海、
北京



退休后最重要的愿景：旅游+陪伴+爱好

中国：

美国：

事实上，退休生活更多涉及个人幸福，居民应当加强自身财务规划能力

中国居民的退休收入来源，与英、美、荷、加等养老保障体系发达的国家相比，企业的占比较小。
主因是中国企业的雇主养老金计划不够完善，大部分企业无法为雇员提供企业年金。

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险计划

财务规划选择单一 对政府的期望高于全球平均水平

中国居民退休规划

退休生活愿景

退休收入的来源

退休的主要财务方式

储蓄社会
养老金

个人
老金

受访者对养老责任分担的看法

中国居民的主要财务选择方式：

大部分财务方式的选择比例变化不大。造成这一现状的主因是中国商业养老保险市场规模较小，
不完善；其次是居民通过保险抵御风险的意识淡化。

遗产：年轻人对于未来退休后获得遗产的预期较高。选择将父辈处获取的遗产作为养老金的人群
比例显著提高。

靠政府（42%）   靠个人（34%）  靠雇主（24%）
中国居民对政府和企业的期望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对个人的期望也高于世界平均水平，随着收
入增加，对政府的依赖程度下降，而对企业的依赖程度上升。

旅游 陪伴亲友发展新的爱好

71%

50%

63%70%

61%

雇主建立的养老金计划 个人或家庭的储蓄与投资

43% 28% 29%

55%

42% 24%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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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护理类

保险产品

四分之三的
在职受访者

超过六成的
退休人群

40岁 50岁 60岁

居民整体对理财产品比较感兴趣，且更关注其功能性。

受访人群更看重养老金融产品中的增值服务，尤其是医疗保险服务。

可抵御
通货膨胀

20-69岁的受访者中，认为自己有可能需要长期护理
的比例最大。
数据显示：2016年认为自己有可能接受长期照护的比例达到60.7%，2015年这一
数字为52.0%，上涨了8.7%。2016年倾向于自己不需要长期照护的比例为23.3%，
而2015年这一比例为36.0%，下降了12.7%。

对理财产品感兴趣 最好能帮忙长期护理或抗通胀

养老金融产品

五分之一受访者称肯定会买长期护理险
长期护理保险

理财功能最重要

增值服务被看重

约四分之三的在职受访者和超过六成的退休人群均认为

“利用年薪的固定比例作为养老年金”计划具有吸引力。

年金计划受认同

“以年金方式提取养老储蓄”更受青睐， 大于三分之一的受访者选择在余下的时间里提取固定

    性收入的比例最大。

年金提取受青睐

年龄越大，越觉得需要长期护理

两年来，受访者者接受长期护理的最主要障碍：

产品发展的主要障碍

五分之一的受访者认为肯定会购买长期护理类保险产品。不过，低收入人群认为，长期护理保

险的保费过高是其接受该险种的主要障碍；高收入人群则因为有更多的养老保障选择而认为没

有必要购买。

产品需求存在

长期
护理产品

接
受
长
期
护
理
可
能
性

孩子太忙不能提供帮助

无法负担长期护理费用

＊

＊

最受青睐

+

以年金方式提取养老储蓄
>三分之一



建议

居民自身重视养老责任，更加理性地判断自己退休后的收入与生活情
况，更为主动地认识到自身在承担退休后经济保障的责任。

政府可做出的改善

居民应自身作出努力

同方全球人寿凭借股东百年寿险经验和领先科技能力，致力于帮助客户未雨绸缪，实现财务保障,
安享未来。我们的目标是成为中国最值得推荐的人寿保险公司。

雇主可做出的改善

1
2

3

4

让居民正确认识中国经济未来面临的发展机遇和困难，引导居民理性
做出退休规划。
给予更多的政策引导，提高居民的退休准备责任意识。根据各方面不
同的人群，为之提供更为灵活、更贴合实际需求的退休政策及退休计
划选择。
引导个人、企业对退休规划的关注，鼓励个人和企业在退休规划中承
担更多的责任。
帮助消费者认识到长寿风险的严重性，重视提高商业保险的覆盖与保
障作用，对护理方面建立健全相关法律，规范行业质量，提高运行效
率。

雇主应提供更多的退休规划方面的帮助，利用与商业保险公司等专业
理财机构的合作，提供专业的、有针对性的退休理财规划建议和管理
服务。
雇主应当提高对雇员的责任意识，在参加好社会基本养老保险的同
时，努力建立雇主与员工共同缴费的企业年金制度。

当充分发挥大数据时代的优势，针对不同人群的需求，灵活设计与匹
配对应的金融产品。
深入理解居民的需求，增强多元化与灵活性的选择，更好地满足不同
群体。

金融机构在产品与服务方面可做出的改善

清华大学中国保险与风险管理研究中心隶属于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是一家主要从事有关保险
和风险管理科学研究的研究机构，中心的管理和运作设置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内，由清华大
学经济管理学院负责研究中心的管理和运作。研究中心下属设立顾问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和学术
委员会，分别负责研究中心战略发展方向、政策和运作，决策、指导、监督中心的日常工作，制
定中心项目申请指引和审批研究项目的立项申请并对项目的执行情况进行评估。

同方全球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简称同方全球人寿）由荷兰全球人寿保险集团（Aegon）与同方
股份有限公司（THTF）各出资50%组建而成，公司于2003年5月正式获得营业执照，在中国开
展寿险业务。同方全球人寿总部位于上海，截止目前注册资本为24亿元，资产规模超过100亿
元，迄今已在北京、江苏、山东、浙江、广东、天津、青岛、河北、湖北、福建、四川、深圳
等省市设立了多家分支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