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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摘要 

中ഭ↓处于人ਓ快䙏老龄ॆǃ人ਓ抚ޫ比持续к升ǃ社Պޫ老保䲙䘀行力н断࣐大的

时期Ǆ在䘉ṧ的背Ჟ之л，中ഭ居民需要对自身的退休准备担更多䍓任，ԕᓄ对ᵚ来ਟ能

发生的ޫ老准备н足的风䲙Ǆ 

Ѫ了对中ഭ居民退休准备的⧠状䘋行系统ǃ科学ǃ全面的了解，清ॾ大学㓿济管理学院

中ഭ保䲙о风䲙管理研究中心о਼方全球人寿保䲙ᴹ限ޜਨ再度ਸ作，䘀用问卷调查的方

式，于 2015ᒤ 3ᴸ对中ഭ 32个省ᐲ的 2000ਇ䇯者䘋行了࠶层䲿机抽ṧ调查Ǆ 

ᵜ调查ᣕ告Ӿ中ഭ居民对退休生活的愿Ჟ和预期ǃ中ഭ居民的退休准备ǃ中ഭ居民的退

休规划和相ޣу题䇘论等 4个方面，阐述了中ഭ居民的退休准备⧠状，并针对居民个人ǃ᭯

府ǃ䳷ѫ和保䲙ޜਨ等金融机构提出相ᓄ建䇞Ǆ 

ᣕ告的ѫ要发⧠如л˖ 

中国居民对退休生活总体乐观᱄ਇ䇯者对ഭ家㓿济ǃ自身䍒࣑状况和Ӻਾ几ԓ人的退休
情况Პ遍持Ҁ㿲态度˗收入䎺高ǃ身体䎺健康的ਇ䇯者䎺Ҁ㿲˗ਇ䇯者最䟽要的退休生活愿

Ჟ是Ā旅游āĀ䲚伴亲৻ā和Ā发展ᯠ的爱好ā̠ ਇ䇯者对自身寿命长度的预期较 2014ᒤᴹ

ᡰ增࣐ 对̠处于半退休和全职或ެ职状态的ਇ䇯者，他们对于退休䗷方式的䇮想较Ѫ多ṧ

ॆ，更倾向于非直接退休的䗷方式Ǆ 

2015年中国居民的退休准备指数为 6.51，高于 2014ᒤ的 ⧠Ǆ调查发࠶6.30 大̟部࠶ਇ

䇯者都能意识到Ѫ自ᐡӺਾ退休做好䍒࣑规划的䟽要性，ާ ᴹสᵜ理解退休规划䍒࣑问题的

能力˗但 65%的ਇ䇯者认Ѫ自ᐡ没ᴹ充࠶的退休储蓄˗只ᴹ 33%的ਇ䇯者认Ѫ自ᐡ能够获

得期望的退休收入Ǆे Ӝǃཙ津ǃк海的居民退休准备指数明显高于全ഭᒣ均水ᒣ 黑̠龙江ǃ

甘肃ǃ河ेǃ宁夏等 4省居民退休准备指数最վǄ 

中国居民需提高自身的退休规划水平᱄ᴥ ⅑调查显示 大̟多数ਇ䇯者认ਟ自ᐡ是退休䍓

任的ѫ要担者，尽管实䱵退休准备并н充࠶Ǆ对ᐢ退休ਇ䇯者的调查表明，退休ਾ的收入

来源ӽѫ要依靠᭯府䇮立的社Պ保䲙，个人和企业对退休的准备并н完善Ǆ银行储蓄ǃ参࣐

社Պޫ老保䲙ӽ然是居民ѫ要的退休准备方式，䳷ѫ提供的退休福利等ᴹ待࣐ᕪ和完善，

15%的ਇ䇯者表示䳷ѫ没ᴹѪ他们提供任何的退休福利Ǆ对居民自身而言，收入增࣐ǃ更确

定的㓿济⧟境ǃ针对长期储蓄和ޫ老金ӗ品的߿税᭯策能ᴹ效激励人们的退休储蓄行ѪǄ 

长期护理产品蕴含潜力᱄调查表明 й̟࠶之Ҽ的ਇ䇯者意识到将来一定Պᴹ对长期ᣔ理

的需求Ǆ对于能否获得长期ᣔ理，多数ਇ䇯者尤ަ是䘹择居家ޫ老的ਇ䇯者都ᐢ意识到，子

女们迫于ᐕ作৺生活的力，将无法Ѫ自ᐡ提供长期ᣔ理Ǆ因↔，ᴹ较高比例的ਇ䇯者愿意

䘹择机构Ѫަ提供长期ᣔ理服࣑或购买能够Ѫ长期ᣔ理提供㓿济补偿的金融ӗ品 7̠0%的ਇ

䇯者愿意付出相ᖃ于ᒤ收入的 0.5-1.5%来购买ާᴹ长期ᣔ理保障࣏能的保䲙ӗ品Ǆ据↔ᡁ们

认Ѫ，䲿着中ഭ人ਓ老龄ॆ程度的࣐剧，长期ᣔ理保䲙ᵚ来存在较大发展空间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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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项目背景及概况 

2.1项目背Ჟ 

人ਓ老龄ॆ1问题ᐢᡀѪᖃ前ԕ৺ᵚ来相ᖃ长时间内，中ഭ㓿济和社Պ发展䗷程中面临

的一个突出社Պ问题Ǆ目前，中ഭ人ਓ老龄ॆ的⧠象，ѫ要表⧠出ԕл特ᖱ˖ 

1᷊老龄化速度加快，人口抚养比持续上升᱄ṩ据ǉ2014中ഭ统计ᒤ鉴Ǌ，早在 2000ᒤ，

中ഭ人ਓ结构中，65岁৺ԕк人ਓ就ᐢ㓿䗮到 8,821 万，占中ഭ总人ਓ中的比䟽Ѫ 7.0%Ǆ

䘉意味着Ӿ 2000ᒤ开始，中ഭ就䘋入了老龄ॆ社ՊǄһ实к，自Ӿ 1982ᒤԕ来，中ഭ老龄

人ਓ绝对值৺ަ比䟽持续增长Ǆ2013ᒤᒤᵛ，中ഭ 65岁৺ԕк人ਓᴹ 1.32ӯ人，占中ഭ总

人ਓ的 9.7%Ǆ据ഭ家统计局最ᯠ发ᐳ的ǉ2014ᒤഭ民㓿济和社Պ发展统计ޜᣕǊ显示，2014

ᒤᒤᵛ，ᡁഭ 60周岁৺ԕк人ਓ数Ѫ 2.12ӯ人，占总人ਓ比䟽Ѫ 15.5% 6̠5周岁৺ԕк人

ਓ数Ѫ 1.38ӯ人，占比 10.1%˄䈖㿱മ 1.1 和表 1.1 ，˅首⅑突破 10%Ǆ 

 

 

മ 1.1  䘁 30ᒤ来中ഭ 65岁৺ԕк人ਓ比例的增长情况 

 

 

 

                                                             
1
 老龄ॆ˖指总人ਓ中因ᒤ轻人ਓ数䟿߿少ǃᒤ长人ਓ数䟿增࣐而导㠤的老ᒤ人ਓ比例相ᓄ增长的ࣘ态Ǆ

ഭ䱵к通常把 60岁ԕк的人ਓ占总人ਓ比例䗮到 10%，或 65岁ԕк人ਓ占总人ਓ的比䟽䗮到 7%作Ѫഭ

家或地४䘋入老龄ॆ社Պ的标准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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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䘁 30ᒤ来中ഭ 65岁৺ԕк人ਓ数䟿৺占总人ਓ比例的统计结果 

 1982 1987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65岁ԕк人

ਓ数˄百万˅ 

49.9 59.7 63.7 69.4 72.2 72.9 76.2 75.1 78.3 80.9 83.6 86.8 88.2 

占总人ਓ比䟽

˄%˅ 

4.9 5.4 5.6 6.0 6.2 6.2 6.4 6.2 6.4 6.5 6.7 6.9 7.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65岁ԕк人

ਓ数˄百万˅ 

90.6 93.8 96.9 98.6 100.6 104.2 106.4 109.6 113.1 118.9 122.9 127.1 131.6 

占总人ਓ比䟽

˄%˅ 

7.1 7.3 7.5 7.6 7.7 7.9 8.1 8.3 8.5 8.9 9.1 9.4 9.7 

ṩ据杜鹏2等学者对中ഭ 21世纪人ਓ结构的预测，中ഭ老龄人ਓ占总人ਓ的比䟽Պ呈⧠

持续增长的䎻势，到 2055ᒤ，䘉个比例Պ增㠣 32.2%Ǆ 

全ഭ老龄࣎于 2006ᒤ发ᐳǉ中ഭ人ਓ老龄ॆ发展䎻势预测研究ᣕ告Ǌ3，ᣕ告指出将中

ഭ的老龄ॆ䘋程划࠶Ѫ快䙏老龄ॆǃ࣐䙏老龄ॆ和稳定的䟽度老龄ॆй个阶段˄䈖㿱表

1.2 ，˅并明确指出，65 岁ԕк老ᒤ人占总人ਓ的比例Ӿ 7%提升到 14%，发䗮ഭ家大多用

了 45ᒤԕк的时间，中ഭ只用 27ᒤ就ਟԕ完ᡀ䘉个历程，并ф在Ӻਾ一个很长的时期内都

保持着很高的递增䙏度，属于老龄ॆ䙏度最快ഭ家之列Ǆ 

                  表 1.2  中ഭ人ਓ老龄ॆ发展的阶段৺特点 

 阶段划࠶ 时间 特点 

第一阶段 快䙏老龄ॆ 2001-2020 

到 2020 ᒤ，预计 65 岁ԕк老ᒤ人ਓ将䗮到 2.48

ӯ，老龄ॆ水ᒣ将䗮到 17.17%，ަ中，80 岁৺ԕк老

ᒤ人ਓ将䗮到 3,067万人，占老ᒤ人ਓ的 12.37%Ǆ 

第Ҽ阶段 ࣐䙏老龄ॆ 2021-2050 

伴䲿着 20世纪 60ᒤԓ到 70ᒤԓ中期第Ҽ⅑生育

高峰人群䘋入老ᒤ，中ഭ老ᒤ人ਓ数䟿开始࣐䙏增长，

ᒣ均⇿ᒤ增࣐ 620 万人Ǆ到 2023 ᒤ，老ᒤ人ਓ数䟿将

增࣐到 2.7 ӯ，о 0-14 岁少儿人ਓ数䟿相等Ǆ到 2050

ᒤ，老ᒤ人ਓ总䟿将超䗷 4ӯ，老龄ॆ水ᒣ推䘋到 30%

ԕк，ަ中，80岁৺ԕк老ᒤ人ਓ将䗮到 9,448万，占

老ᒤ人ਓ的 21.78%Ǆ 

第й阶段 
稳定的䟽度老

龄ॆ 
2051-2100 

2051ᒤ，中ഭ老ᒤ人ਓ规模将䗮到峰值 4.37ӯ，

㓖Ѫ少儿人ਓ数䟿的 2倍Ǆ䘉一阶段，老ᒤ人ਓ规模将

稳定在 3-4ӯ，老龄ॆ水ᒣสᵜ稳定在 31%ᐖ右，80岁

৺ԕк高龄老人占老ᒤ总人ਓ的比䟽将保持在 25-30%，

䘋入一个高度老龄ॆ的ᒣਠ期Ǆ 

                                                             
2
 杜鹏ǃ翟振↖ǃ陈卫，ǉ中ഭ人ਓ老龄ॆ百ᒤ发展䎻势Ǌ，载于ǉ人ਓ研究Ǌ˄2005ᒤ 11ᴸ˅Ǆ 

3
 全ഭ老龄࣎于 2006ᒤ 2ᴸ 23ᰕ发ᐳ了ǉ中ഭ人ਓ老龄ॆ发展䎻势预测研究ᣕ告Ǌ的研究ᡀ果Ǆ䘉是全

ഭ老龄࣎首⅑发ᐳޣ于人ਓ老龄ॆ的ᣕ告Ǆǉᣕ告Ǌ࠶й部࠶ӻ绍了中ഭ人ਓ老龄ॆ的⧠状和力，发展

䎻势和特点，ԕ৺人ਓ老龄ॆ带来的问题о᭯策建䇞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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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老龄人ਓ比例节节攀升，人ਓ老龄ॆ䙏度н断࣐快，ᡀѪ中ഭ人ਓ老龄ॆ在⧠阶

段的突出表⧠Ǆ 

老龄ॆ问题，说到ᓅ是如何Āޫ老ā的问题Ǆ䲿着ᡁഭ人ਓ老龄ॆ程度的䙀↕࣐深，社

Պ劳ࣘ人ਓ抚ޫ负担ҏ在࣐䟽Ǆᡁ们ਟԕ通䗷人ਓ抚ޫ比4的ਈॆ来了解䘁й十多ᒤ来抚ޫ

负担࣐䟽的情况Ǆṩ据ǉ2014ᒤ中ഭ统计ᒤ鉴Ǌ5，中ഭ的人ਓ抚ޫ比Ӿ 1982ᒤ㠣 2010ᒤ

一直呈л降䎻势，但Ӿ 2011ᒤ开始䙀渐攀升˄䈖㿱മ 1. 2 ，˅ަѫ要原因是䘋入 21世纪ԕ

来，老ᒤ抚ޫ比一直处于к升䎻势，Ӿ 2000ᒤ的 10.1%增长到了 2013ᒤ的 13.1%˄䈖㿱表

1. 3 Ǆ˅ 

据杜鹏等学者的测算，2003ᒤ到 2013ᒤ是ᡁഭ劳ࣘᒤ龄人ਓ负担最轻的时期，抚ޫ比

小于 50%˗↔ਾ，中ഭ的人ਓ抚ޫ比将持续增长，到 2050ᒤ中ഭ人ਓ抚ޫ比将迅䙏к升㠣

87.6%˗2100ᒤ，䘉个比例Պ高䗮 95.8%Ǆ人ਓ抚ޫ比к升的一个ѫ要原因是⤜生子女᭯策

使中ഭ保持了一个较վ的生育水ᒣ，使中ഭ家庭结构小型ॆ，呈倒й角状Ǆᒤ轻人ਓ䙀渐߿

少，࣐䟽了人ਓ抚ޫ负担Ǆ  

 

              മ 1.2  䘁й十ᒤᡁഭ人ਓ老ᒤ抚ޫ比о少儿抚ޫ比的ਈॆ情况 

 

 

 

 

 

                                                             
4
 人ਓ抚ޫ比˖将少儿人ਓ和老ᒤ人ਓ作Ѫ被抚ޫ人ਓ，将劳ࣘᒤ龄人ਓ作Ѫ抚ޫ负担的ਇ者，ަ比值

等于被抚ޫ人ਓ除ԕ劳ࣘᒤ龄人ਓǄ 
5
 2014ᒤǉ中ഭ统计ᒤ鉴Ǌ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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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3 䘁й十ᒤᡁഭ人ਓ抚ޫ比的统计结果 

         1982 1987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总抚ޫ比 62.6 51.8 49.8 50.8 51.0 49.9 50.1 48.8 48.8 48.1 47.9 47.7 42.6 

老ᒤ抚ޫ比 8.0 8.3 8.3 9.0 9.3 9.2 9.5 9.2 9.5 9.7 9.9 10.2 9.9 

少儿抚ޫ比 54.6 43.5 41.5 41.8 41.7 40.7 40.5 39.6 39.3 38.5 38.0 37.5 32.6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总抚ޫ比 42.0 42.2 42.0 41.0 38.8 38.3 37.9 37.4 36.9 34.2 34.4 34.9 35.3 

老ᒤ抚ޫ比 10.1 10.4 10.7 10.7 10.7 11.0 11.1 11.3 11.6 11.9 12.3 12.7 13.1 

少儿抚ޫ比 32.0 31.9 31.4 30.3 28.1 27.3 26.8 26.0 25.3 22.3 22.1 22.2 22.2 

总之，在䘁ᒤ来少儿抚ޫ比相对稳定的状态л，老ᒤ抚ޫ比的持续攀升Պ拉ࣘ总人ਓ抚

ޫ比的持续к升，社Պ抚ޫ负担将持续࣐䟽，Āޫ老ā力↓ᰕ益࣐大Ǆ 

2᷊平均预期寿命增长᱄䲿着社Պ㓿济的快䙏发展，人们生活水ᒣ的н断提高，ԕ৺५
疗卫生保障体系的䙀↕完善，中ഭ人ਓᒣ均预期寿命ҏ在提高Ǆ1990 ᒤ人ਓᲞ查时，中ഭ

人ᒣ均预期寿命Ѫ 68.55岁˗2000ᒤ䗮到 71.4岁˗而在 2010ᒤ，中ഭ人的ᒣ均预期寿命ᐢ

㓿к升到 74.83岁Ǆަ 中⭧性ᒣ均预期寿命Ѫ 72.38岁，比 2000ᒤ提高 2.75岁 女̠性Ѫ 77.37

岁，比 2000ᒤ提高 4.04岁Ǆ杜鹏等学者做出的预测是˖到 2050 ᒤ中ഭ⭧性ᒣ均预期寿命

将䗮到 74.4 岁，女性ᒣ均预期寿命䗮到 79.9 岁˗到 2100 ᒤ，䘉є个数据将࠶别䗮到 80.0

岁和 85.6岁Ǆ 

䲿着ᒣ均预期寿命的增长，ᡁഭ老ᒤ人ਓ的绝对数䟿৺相对于总人ਓ的比例ҏ在持续增

 剧了ᡁഭ人ਓ老龄ॆ的程度Ǆ࣐Ӿ而，࣐

3 养᷊老金缺口大，基金运行压力逐年加大᱄中ഭ城镇职ᐕ的社Պสᵜޫ老保䲙采用Ā统
䍖结ਸāণ社Պ统筹о个人䍖户相结ਸ的模式Ǆǉ中ഭޫ老金发展ᣕ告 2014——向ѹ䍖户
制转型Ǌ的࠶ᣕ告ǉ⧠行统䍖结ਸ模式л䳀形债࣑预测о测算Ǌ〠˖若ԕ 2012ᒤѪส准，

社Պ统筹䍖户的䳀形债࣑Ѫ 83.6万ӯ元，个人䍖户的䳀形债࣑Ѫ 2.6万ӯ元，城镇职ᐕสᵜ

ޫ老保䲙统䍖结ਸ制度л的䳀形债࣑ਸ计Ѫ 86.2万ӯ元，占 2012ᒤ GDP的比率Ѫ 166%Ǆ

䈕ᣕ告认Ѫ，ᵚ来ਟ能ӗ生ޫ老金缺ਓ的原因ᴹє个˖一是待遇确定型˄DB˅⧠收⧠付制

的社Պ统筹䍖户的䳀形债࣑在转制时没ᴹ被支付˗Ҽ是ᓄу款у用的缴费确定性˄DC型˅

的个人䍖户ส金被挪用形ᡀ的空䍖Ǆ 

↔外，䘁ᒤ来㠣少䘈ᴹަ他 5家机构发ᐳ了ޫ老金䳀性债࣑测算数据，均明确指出ޫ老

金䳀性债࣑较大的问题Ǆ2012 ᒤ 6 ᴸ，中ഭ银行首ᑝ㓿济学家曹䘌ᖱ的团队给出的测算结

果是˖2013 ᒤ中ഭޫ老金䳀形债࣑将高䗮 18.3 万ӯ元˗2012ᒤ 12 ᴸ，时任德意志银行大

中ॾ४首ᑝ㓿济学家的马骏领导的研究小㓴ᡰ做的ഭ家资ӗ负债表显示 中̟ഭ城镇职ᐕสᵜ

ޫ老保䲙制度ᐢᴹ缺ਓ，如果假定䍒᭯补䍤保持 2011ᒤ的水ᒣнਈ，ަ累计结余将于 2022

ᒤ⎸耗殆尽，↔ਾ便处于负债状态，2013到 2050ᒤ的累计缺ਓᓄᖃѪ 37万ӯ元˗2013ᒤ

11ᴸ，ेӜ大学㓿济学院教授郑Տ等人的测算结果是˖ޫ老保䲙ส金将于 2037ᒤ出⧠收支

缺ਓ，2048ᒤޫ老保䲙ส金将耗尽枯竭 2̠013ᒤ 12ᴸ，中ഭ社科院副院长李扬的团队做出

的资ӗ负债表测算结果显示˖2023 ᒤ城镇企业职ᐕ含机ޣһ业单սสᵜޫ老保䲙将出⧠收

н抵支，2029ᒤ累计结余将耗尽，2050ᒤ累计缺ਓ将䗮到 802万ӯ元，占ᖃᒤ GDP的 91%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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ṩ据ǉ中ഭޫ老金发展ᣕ告 2014——向ѹ䍖户制转型Ǌ授权发ᐳ的 2013ᒤ中ഭޫ老

金䘀行数据，城镇职ᐕสᵜޫ老保䲙制度各项指标Პ遍л滑，ส金䘀行力䎺来䎺大，特别

是ᖃ期结余比 2012ᒤ߿少了 229.27ӯ元 

Ӿᖃ期看，สᵜޫ老保䲙收支䘀行总体ᒣ稳，ส金收入大于支出，尚ᴹ结余Ǆ值得注意

的ᴹє个问题˖一是地४нᒣ衡问题，ᴹ的省份结余得多，ᴹ的省份结余得少，要靠中ཞ䍒

᭯转移支付补䍤之ਾ才能够维持支付 Ҽ̠是最䘁几ᒤส金收入增长的䙏度慢于支出增长的䙏

度Ǆ 

2013ᒤ数据显示，城镇职ᐕสᵜޫ老保䲙ส金总收入䗮到 22,680ӯ元，比 2012ᒤ增࣐

了 2,679 ӯ元，增长率Ѫ 13.4%，增䙏л降 4.99 个百࠶点Ǆ2013 ᒤ城镇职ᐕสᵜޫ老保䲙

ส金总支出Ѫ 18470 ӯ元，比кᒤ增࣐了 2,909 ӯ元，增长率Ѫ 18.69%，增䙏л降了 3.22

个百࠶点，但ӽ比 2013ᒤส金总收入的增䙏高 5.29个百࠶点Ǆ 

н仅是ᖃ期结余的增䙏л降，ส金累计结余的增䙏ҏ在л降Ǆ截㠣 2013ᒤᓅ，全ഭ城

镇职ᐕสᵜޫ老保䲙累计结余ᐢ㓿䗮到了 28,269.18ӯ元，比 2012ᒤᓅ增࣐了 4,327.87ӯ元，

增长率Ѫ 18.08%，增䙏比к一ᒤл降了 4.72个百࠶点Ǆо 2012ᒤ相比，2013ᒤ绝大部࠶

省份城镇职ᐕสᵜޫ老保䲙累计结余增䙏л降，只ᴹ 6个省份出⧠了࣐䙏к涨Ǆ 

因此，老龄化的加剧᱃社会劳动人口抚养负担的加重᱃平均预期寿命的延长以及养老金
运行压力的加深，无不警示人们：退休养老所带来的压力不容忽视，个人᱃政府᱃雇主和金
融机构都应为之做出努力，以应对整个社会的养老压力᱄ 

2.2项目概况 

2.2.1 项目的提出 

Ѫ科学ǃ系统地了解人们对ᵚ来退休生活的准备状态，2012 ᒤ荷兰全球人寿保险集团
启ࣘ了退休准备指数调研项目，调查范围ѫ要在欧洲ǃे美等地४ǄӾ 2013ᒤ开始，中ഭ

作Ѫӊ洲最ѫ要的ഭ家之一，被纳入调研范围˗↔⅑调研ѫ要在ेӜǃк海ǃ广ᐎǃ南Ӝ和

无锡等五ᡰ城ᐲ䘋行ṧᵜ抽ਆ，ޡ发᭮问卷 1000多份Ǆ2014ᒤ，中ഭ४调研范围䘋一↕扩

大，覆盖了除西㯿ǃ香港和ਠ湾ԕ外的全部 31个省ǃᐲǃ自治४，ṧᵜ的数䟿增࣐到 2000

个，由 1800在职人员和 200ᐢ退休人员构ᡀǄ2015ᒤ的调研，ᯠ增了西㯿自治४，调

研范围扩大㠣中ഭ内地 32个省ǃᐲǃ自治४，抽ਆ的ṧᵜ数䟿和ṧᵜ构ᡀо 2014ᒤสᵜ一

㠤Ǆ 

中ഭ居民退休准备指数调研ᣕ告是荷ޠ全球人寿退休准备指数调研ᡀ果的一部࠶Ǆ由同
方全球人寿保险有㻿公司联ਸ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中国保险与风险管理研究中心，ṩ据著
调研ޜਨ Cicero Consulting通䗷ӂ联网ᒣਠ实施的问卷调查回收的数据，䘋行࠶析并撰写

而ᡀ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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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调查对象ǃ内容৺目标 

ᵜ⅑调查研究的ѫ要目的是科学ǃ系统地了解中ഭ居民对退休准备的预期৺ަ采ਆ的行

ࣘ，调查对象是来自中ഭ 32个省ᐲ自治४的 2000居民，调查采用了࠶层䲿机抽ṧ的方法Ǆ 

ᵜ⅑研究的ѫ要内容包括˖ਇ䇯者对退休准备的认知ǃ预期ǃ态度ԕ৺ᐢ㓿或ণ将采ਆ

的行ࣘ，ਇ䇯者对䳷ѫ提供福利的认知，对延䘏退休和长期ᣔ理等问题的看法等，ާ体࠶Ѫ

ԕл几部࠶˖ 

1) 受访者对经济发展᱃自身财务状况和退休生活的预期᱄ਇ䇯者对自身ᵚ来䍒࣑状况

和ഭ家ᵚ来㓿济状况的看法，对退休ਾ的㓿济来源ǃ退休生活ᒤ数ǃ退休方式的预

期Ǆ 

2) 对待退休生活的态度᱄ਇ䇯者对待退休生活的态度，例如 是̟〟极的，䘈是⎸极的˗

是期待的，䘈是恐惧的Ǆ 

3) 退休准备指数——综合反映居民在退休准备认识和退休准备行动方面的指数᱄䘉个

指数是在引入ਇ䇯者对退休准备的认知能力ǃ理解水ᒣǃ计划完备度ǃ退休收入ਈ

ॆǃ准备方式等影响因素的ส础к，ṩ据相ᓄ的权䟽和相ӂޣ系，计算出来的Ǆ 

4) 退休收入来源᱄ਇ䇯者的退休收入来源ǃ理䍒方式Ǆ 

5) 退休收入责任᱄ਇ䇯者对退休收入䍓任的认识，ণ退休䍓任ᓄ䈕如何在个人ǃ家庭ǃ

企业和᭯府之间䘋行࠶配的认知情况Ǆ 

6) 雇主提供的福利及服务᱄中ഭ䳷ѫѪަ职ᐕ提供的ޫ老金福利和ަ他职业福利情

况，ԕ৺职ᐕ对䳷ѫ提供的福利和服࣑的预期Ǆ 

7) 退休理财计划᱄退休储蓄о支出的情况ǃ退休储蓄的信о建䇞的来源ǃ对退休理

䍒ӗ品的希望和建䇞Ǆ 

8) 养老危机感与对外依赖性᱄ਇ䇯者在多大程度к对ޫ老ӗ生了危机感，对外部˄来

自᭯府ǃ䳷ѫǃ子女等方面˅支持的依赖性ᴹ多ᕪǄ 

9) 中国居民是否已经开始了对退休生活的合理规划᱄如果ᐢ㓿开始，又是Ӿ哪Ӌ方面

着手的，购买了ӰѸṧ的理䍒ӗ品˗如果䘈没ᴹ开始，他们又ᴹ哪Ӌ理䍒方面的预

期和需求Ǆ 

10) 影响对退休计划的认识与行动的因素᱄哪Ӌ因素影响了ਇ䇯者对退休准备的认识和

ᡰ采ਆ的行ࣘǄ 

ᵜ⅑调研的最㓸目的是 针̟对中国居民在退休准备方面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提出切实

可行的建议，为政府制定和修改相应的养老保险制度᱃企业了解员工的退休生活需求并据此

制定员工福利计划᱃个人制定完备可行的退休理财规划提供参考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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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问卷的䇮计 

ᵜ⅑调研采用调查问卷的方式，由清ॾ大学㓿济管理学院中ഭ保䲙о风䲙管理研究中心

在荷ޠ全球人寿保䲙䳶团䇮计的全球退休准备指数调查问卷的ส础к，结ਸᖃ前中ഭ居民ޫ
老准备的⧠实情况，䘋行了ᵜ土ॆ地改写和编制，形ᡀ了既能体⧠中ഭ居民退休准备的у属

特色，又能о全球退休准备指数调查问卷䘋行横向比较的里里中ഭ居民退休准备指数调查问

卷Ǆ 

䈕调查问卷ޡ包括九个方面˖ 

1) สᵜ信，包括˖ᒤ龄ǃ性别ǃѫ要居տ地ǃᐕ作状态ǃᒤ收入ǃ婚姻状况ǃ子女ǃ

学历ǃਇ䳷单ս类型ǃ职ս等˗ 

2) 对ᵚ来㓿济和䍒࣑状况的预期，包括 对̟一ᒤਾ中ഭ㓿济和ਇ䇯者自身的䍒࣑状况

的预期˗ 

3) 对退休生活的感性愿望和理性预期，包括˖退休生活的䇮想ǃ如何ਆ得退休ਾ的㓿

济支持ǃ˄ 预期˅退休ᒤ龄ǃ˄ 预期˅退休ਾ生活ᒤ限ǃ对Ӻਾ退休者情况的简单预

期等˗ 

4) 退休准备情况，包括 䇯̟者在多大程度к认Ѫᓄ对自ᐡ在䍒࣑方面的退休计划负䍓ǃ

对ަ在退休计划的认识水ᒣ䘋行自ᡁ评估ǃ退休计划的实䱵制定情况等˗ 

5) 退休储蓄的ࣘ机，包括˖ਇ䇯者Ѫ退休䘋行储蓄的原因和措施ǃ阻碍ަѪ退休而储

蓄的障碍ǃо金融危机的ޣ联等˗ 

6) Ѫ退休生活ᡰ购买的金融理䍒ӗ品，包括˖ӗ品的种类ǃ䘹择的原因ǃ相ޣ信来

源ǃ预期收益ǃ预期收益ਟ持续的时间等˗ 

7) ᭯府和䳷ѫ䍓任，ާ 体指在ਇ䇯者看来，᭯ 府和䳷ѫᓄ䈕在ᑞࣙަ↕入退休生活䘉

个䗷程中ᡰᓄ担的䍓任˗ 

8) ਇ䇯者预期的退休储蓄的支出方式˗ 

9) 对延䘏退休ǃ长期ᣔ理等问题的看法˄中ഭ४уᴹ Ǆ˅ 

2.2.3 施测䗷程 

中ഭ居民退休准备指数调查问卷先由у业调研ޜਨ Cicero Consulting 植入问卷调查系

统，通䗷ӂ联网呈⧠给ਇ䇯者，由ਇ䇯者在线⤜立填写Ǆ䘉⅑调查࠶ޡ层抽ਆ了 2000个ṧ

ᵜ，ṧᵜ࠶别来自中ഭ 22个省˄河े ǃ山西ǃ䗭宁ǃਹ林ǃ黑龙江ǃ江㣿ǃ浙江ǃᆹ徽ǃ

福建ǃ江西ǃ山东ǃ河南ǃ湖ेǃ湖南ǃ广东ǃ海南ǃ四ᐍǃ䍥ᐎǃӁ南ǃ陕西ǃ甘肃ǃ青

海 ，˅4个直辖ᐲ˄ेӜǃཙ津ǃк海ǃ䟽庆 ，˅5个自治४˄广西ǃ内蒙ਔǃ宁夏ǃᯠ疆ǃ

西㯿 ，˅1 个特别行᭯४˄澳门 计ޡ˅， 32 个省ᐲ自治४Ǆަ中，在职职ᐕ㓖占 90%˄含全

职ǃެ职ǃ半退休，н包括学生ǃ无业人员ǃ自由职业者ǃ家庭ѫ妇等 ，˅退休者㓖占 10%Ǆ

在性别构ᡀк，⭧性和女性ਇ䇯者各一半Ǆ 

↔⅑调查ޡ回收ᴹ效问卷 2000份，ᡰ获ṧᵜ的สᵜ情况，概述如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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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ᒤ龄࠶ᐳ较ᒣ均，ᒤ轻人较多Ǆ几Ѿᡰᴹᒤ龄段的ਇ䇯者都超䗷了 100人，ᒣ均ᒤ

龄 40.91岁，䈖㿱മ 2-1˗ 

2) 性别࠶ᐳ均衡Ǆ⭧女比例接䘁 1˖1，䈖㿱മ 2-2˗ 

3) 教育背Ჟѫ要Ѫ大学ᵜ科Ǆ75%ԕкѪ大学ᵜ科，大у占 8%，高中/中у/ᢰ校占

6%，硕士占 8%，ަ余的比例较վ，䈖㿱മ 2-3˗ 

4) 家庭ᒤ收入在 3万-12万之间的ਇ䇯者最多，㓖占 50%，均值Ѫ 18.2万元，中ս数

Ѫ 9.5万元，䈖㿱മ 2-4˗ 

5) 职սԕᐕ薪阶层Ѫѫ体ǄĀ中层管理人员ǃ行᭯管理人员或у业人员ā和Āѫ管ǃ

文职人员和ส层管理人员ǃ行᭯管理人员或у业人员ā各占 41%，ަ⅑Ā高层管

理人员ǃ行᭯管理人员或у业人员ā˄ 9%˅和Ā熟㓳体力劳ࣘ者ā˄ 5%˅等，䈖㿱

മ 2-5˗ 

6) ṧᵜ抽ਆ自 32个省ᐲ自治४，ަ中ṧᵜ数䟿抽ਆ最多的是к海ᐲ，ޡ 295个˗最

少的是海南省ǃ西㯿自治४和澳门特别行᭯४，各只ᴹ 2个，䈖㿱മ 2-6Ǆ 

   

图 2-1：样本年龄分布                  图 2-2：样本性别分布 

 

 

图 2-3：样本学历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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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样本家庭年收入分布 

 

 

图 2-5：样本职位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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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样本地域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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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国居民的退休生活愿景和预期 

3.1 退休生活愿Ჟ 

3.1.1 对退休生活的联想 

Ѫ了了解中ഭ居民对退休ਾ生活的预期，ᡁ们在文献࠶析和个案䇯谈的ส础к，在问卷

中列出了一系列о中ഭ居民退休生活密࠷相ޣ的词汇，䇙ਇ䇯者依据最容易联想到的程度，

Ӿ中䘹出й个词汇Ǆṩ据䘉Ӌ词汇被ਇ䇯者䘹中的频率，ᡁ们得到ԕл结果˖ 

 

Q11：您最有可能将下列哪些词语与退休联系在一起᧤如有，最多选三项᧥？ 

图 3-1：对退休生活的联想 

Ӿമ 3-1中居民对退休生活联想的统计结果ਟԕ看出，〟极美好的词汇˄蓝色柱体˅出

⧠的频率较高，ަ中最突出的是“悠闲”ǃ“自由”和“享受生活”，о前єᒤ˄2013ᒤǃ2014

ᒤ˅调查结果一㠤Ǆ相比而言，负面联想的词汇˄红色柱体˅出⧠的频率较վ，ѫ要表⧠Ѫ

对身体健康和精神生活є个方面的担忧Ǆ总体而言，居民对退休生活的预期是非常〟极ǃҀ
㿲的Ǆ 

Ӿ影响退休生活联想的因素来看，影响居民对退休生活联想〟极程度的ѫ要因素是 健
康状况Ǆᡁ们发⧠，认Ѫ自ᐡ身体状况䎺差的ਇ䇯者䘹择“身体状况⅐佳”ǃ“疲倦”和“贫困”
等⎸极词汇的比例䎺高，而䘹择“ӛਇ生活”等〟极词汇的比例䎺վǄ另外，个人年收入和家
庭年收入ҏ在一定程度к影响了ਇ䇯者的䘹择，个人ᒤ收入和家庭ᒤ收入䎺高的居民，对退
休生活ҏ表⧠出更〟极的心态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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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退休ਾ最䟽要的愿Ჟ 

ᡁ们通䗷对居民退休生活愿Ჟ的调查，了解居民退休ਾ最想做的һ情，探究ᖃ前居民退

休生活模式的发展䎻势Ǆ 

 

Q12:с列哪些是您退休后最䠃要的愿望δ如ᴿε 

图 3-2：退休后最想做的事 

മ3-2总结了ਇ䇯者ޣ于退休ਾ最䟽要愿Ჟ的表述Ǆਇ䇯者最䟽要的退休生活愿Ჟ是“旅
游”ǃ“陪伴亲友”和“发展新的爱好”，䘉о他们对退休生活联想的᧿述是一㠤的Ǆ਼时䘈ਟ
ԕ看到，ਇ䇯者对学Ґǃᐕ作和创业等ᴹࣙ于ᵚ来发展或ާᴹ开拓意ѹ的һ物并н热衷，他

们更偏好稳定᱃享受型的退休生活᱄ 

Ѫ了了解居民退休愿望的实⧠情况，ᡁ们䘹择半退休者৺ᐢ退休者作Ѫ研究对象，对他

们的退休ਾ↓在体验的或ᴮ㓿体验到的符ਸ退休愿望㓿历䘋行了统计，结果如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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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3φс列哪些退休愿望是您↙在体验或退休后曾经体验过的δ如ᴿε？ 

图 3-3：退休愿景的实现情况 

由മ 3-3ਟ㿱，对于在 Q12中䘹择比例较高的“旅游”ǃ“陪伴亲友”和“发展新的爱好”，
别ᴹ࠶ 77%ǃ86%ǃ72%的半退休者৺ᐢ退休者表示↓在体验或退休ਾᴮ㓿体验䗷，ަ比例

甚㠣高出在 Q12 中䘹择䈕项作Ѫ退休ਾ䟽要愿望的人群比例Ǆ而对于ަ他愿望，สᵜк都

ᴹ 50%ԕкਇ䇯者表示↓在体验或ᴮ㓿体验䗷，ҏ䘌䘌超出䘹择䈕项作Ѫ退休ਾ䟽要愿望

的人群比例Ǆ䘉在一定程度к表明，大多数居民退休后能够实现自己最重要的退休愿景Ǆ਼
时ҏ启示未退休者对退休后的生活应抱有足够的信心Ǆ 

3.1.3 预期退休ᒤ龄和预期退休ਾ生活ᒤ数 

Ѫ缓解人ਓ老龄ॆ给社Պ带来的沉䟽的ޫ老负担,很多ഭ家采ਆ了延长退休ᒤ龄的ᓄ对

措施Ǆ目前，ᡁഭ针对法定退休ᒤ龄偏վ˄人均预期寿命仅40岁ᐖ右，确定于建ഭ初期˅的

⧠实情况，提出了延䘏退休ᒤ龄的᭯策Ǆ面对ᯠ的退休᭯策⧟境，ᡁ们调查了ਇ䇯者对自ᐡ

ᵚ来退休时间的预期，包括预期退休ᒤ龄ǃ预期退休ਾ生活ᒤ数৺预期寿命，ԕ便Ѫ䘋一↕

了解退休准备情况奠定ส础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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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1φ请问您期望自ᐧ多少岁时能从全薪就业岗位р退休？ 

图 3-4：预期退休年龄 

ᡁ们首先对居民的预期退休ᒤ龄䘋行了调查，结果如മ3-4ᡰ示˖绝大部90.78%˄࠶˅

ᵚ退休ਇ䇯者期望自ᐡ在41㠣60岁之间退休，ަ中24.06%的ᵚ退休者希望自ᐡ在41㠣50岁

之间退休Ǆ总体来看，ᵚ退休ਇ䇯者ᒣ均预期退休ᒤ龄Ѫ55.54岁，相比于去ᒤ的55.56岁，

สᵜ没ᴹਈॆǄ接着，ᡁ们调查了ਇ䇯者预期退休ਾ生活ᒤ数，并将ަо预期退休ᒤ龄相࣐，

得到ਇ䇯者的预期寿命Ǆ 

 

Q21φ请问您期望自ᐧ多少岁时能从全薪就业岗位р退休？ 

Q22φ根据合理预期您期望自ᐧ退休后能活多少岁？ 

图 3-5：预期退休年龄和退休生活年数  

如മ3-5ᡰ示，䲿着ᒤ龄的增长，ਇ䇯者对自身寿命的预期䎺Ҁ㿲，直㿲表⧠Ѫ“预期退
休ᒤ龄˄蓝色部࠶ +˅预期退休生活ᒤ数˄黄色部࠶ ”˅䎺来䎺高Ǆ对ਇ䇯者的预期寿命䘋行
ޝ权ᒣ均得到的ѫ㿲预期寿命均值Ѫ84.3岁，相比于去ᒤ的83.5岁来说ᴹᡰ提高Ǆ结ਸ第࣐

⅑人ਓᲞ查中ഭ人均预期寿命Ѫ74.8岁来看,居民对自己寿命的预期是非常乐观的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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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退休生活信心 

3.2.1 ᵚ退休者对退休生活信心较足 

ᡁ们调查了ᵚ退休者对退休ਾ䗷к舒适满意生活的总体信心，ަ 中ᴹ 83%的ਇ䇯者对于

䘉一点表示ᴹ信心甚㠣极ᴹ信心,但ҏᴹ 16%的ਇ䇯者对↔表示н是很ᴹ信心，甚㠣毫无信

心Ǆ健康程度和收入水ᒣ对ਇ䇯者的总体信心ᴹ较大影响Ǆ 

 

Q14φ总的来说，您对自ᐧ完全退休后，过р舒适满意的生活䘏一点ᴿ多大信心？δ未退休者ε 

图 3-6：未退休者对退休后过上舒适满意生活的总体信心程度 

 

Q14φ总的来说，您对自ᐧ完全退休后，过р舒适满意的生活䘏一点ᴿ多大信心？δ未退休者ε 

图 3-7：健康状况对退休后过上舒适满意生活信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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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മ3-7ᡰ示，更健康的受访者对退休后过上舒适满意生活的信心更强，ަ中，健康状
况非常好的ਇ䇯者中表示ᴹ信心的比例䗮到了95%

6
，而健康状况Ѫ差的ਇ䇯者表示ᴹ信心的

比例，仅Ѫ45%Ǆ 

另外，个人年收入或家庭年收入较高的受访者，对退休后生活的总体信心也更强Ǆ࠶别
ᴹ61%的个人高收入者和57%的家庭高收入者

7
对退休ਾ䗷к舒适满意的生活表示很ᴹ信心和

极ᴹ信心，䘉一比例高出整体水ᒣ49%，䗮到վ收入ਇ䇯者的є倍ᐖ右Ǆ 

3.2.2 ᐢ退休者对退休生活信心较足 

ᡁ们调查了ᐢ退休者对退休期间持续䗷к舒适满意生活的总体信心，并оᵚ退休者䘋行

比较Ǆ 

 

Q17φ整体而言，您对自ᐧ在退休期间一直能过р舒适满意的生活ᴿ多大信心？ 

图 3-8：已退休受访者对退休期间一直能过上舒适满意生活的信心程度 

如മ3-8ᡰ示，总体而言，已退休受访者对退休期间的生活持乐观态度Ǆᴹ82%的ਇ䇯者

对退休期间能持续䗷к舒适满意的生活表示Āᴹ信心ā甚㠣Ā极ᴹ信心ā,但ҏᴹ17%的ਇ䇯

者对↔表示Āн是很ᴹ信心ā甚㠣Ā毫无信心āǄ䘋一↕࠶析得知，收入䎺高的群体表示ᴹ

信心的人数比例䎺高，ᒤ龄䎺小的ਇ䇯者群体表示ᴹ信心的比例ҏ䎺高Ǆ 

相比ᵚ退休者，ᐢ退休者的信心䘈是略䘺一筹Ǆᵚ退休者中，࠶别ᴹ42% 和 7%对退休

ਾ䗷к舒适满意生活表示Ā很ᴹ信心ā和Ā极ᴹ信心ā，而ᐢ退休者中࠶别ᴹ38%和4%对退

休期间一直䗷к舒适满意生活表示Ā很ᴹ信心ā和Ā极ᴹ信心ā，䘉一比例略վ于ᵚ退休者，

ਟ能是ਇ到退休ਾ的一Ӌ意外因素,如突发疾病等的影响Ǆ 

                                                             
6
䘉䟼ᡰ说ᴹ信心包括Āᴹ一点信心āĀ很ᴹ信心ā和Ā极ᴹ信心āǄ 

7
 个人高收入৺家庭高收入均指税前ᒤ收入在 183000元৺ԕк，䈖㓶࠶类方法㿱 3.3.1节࠶类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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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ᐢ退休者㓿济状况ᴹ待改善 

ᡁ们䘈调查了ᐢ退休者目前的㓿济状况，并оަ退休前一ᒤ对退休ਾ㓿济状况的预期䘋

行比较Ǆ 

 

Q15 整体而言，您目前㿿得退休生活的经济状况如何?δᐨ退休ε 

Q16 整体而言，在您实䱻退休的前一ᒪ，您会㿿得退休生活的经济状况如何？δᐨ退休ε 

图 3-9：已退休者退休前预期经济状况与实际经济状况比较 

如മ3-6ᡰ示，ᐢ退休ਇ䇯者目前实䱵㓿济状况оަ退休前一ᒤ对退休ਾ㓿济状况的预

期是สᵜ一㠤的Ǆ䘉说明在退休前一ᒤ，ਇ䇯者能够对退休ਾ㓿济状况做出较Ѫ↓确的判断Ǆ 

Ӿ目前的㓿济状况来看，大部࠶ᐢ退休ਇ䇯者处于Āн是很宽裕ā˄ 35% 和˅Ā宽裕ā˄ 42%˅

的状况Ǆᒤ龄较大的ᐢ退休者中，Āн是很宽裕ā的比例较高，䘉о实䱵ҏ是相符的Ǆ 

值得注意的是，在ᐢ退休人群中，ᴹ10%的ਇ䇯者处于Ā非常н宽裕ā状态，而退休前

一ᒤ仅ᴹ5%的ਇ䇯者认Ѫ自ᐡ退休ਾՊ䘋入Ā非常н宽裕ā的状态Ǆ䘉充࠶说明，居民对退
休后经济状况的预期大概率是准确的，但无法对重大风险进行准确预期Ǆ退休ਾਟ能Պ面临
一Ӌվ概率的风䲙һԦ，如䟽大疾病ǃ瘫痪等，一ᰖ䘉ӋһԦ发生，一般家庭老人的退休生

活将Պਈ得十࠶困难ǄѪ了ᓄ对䘉Ӌਟ能发生的风䲙ǃ保障居民退休ਾ的䍒࣑状况，购买䟽

大疾病保䲙ǃ长期ᣔ理保䲙等保䲙ӗ品将是一种ਟ行度较高的࣎法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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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退休生活预期 

3.3.1 对ഭ内㓿济和自身䍒࣑状况总体Ҁ㿲 

对于中ഭ㓿济和个人䍒࣑状况的发展䎻势，大部࠶ਇ䇯者持Ҁ㿲态度Ǆ 

 

Q9φ今后 12个ᴾ，您预计中国的经济会？  

Q10φ今后 12个ᴾ，您预计自ᐧ的䍘ࣗ状况会？ 

图 3-10：对中国经济和个人财务状况的信心 

如മ 3-10 ᡰ示，多数˄47%或 46%˅的ਇ䇯者认Ѫᵚ来一ᒤ内，中ഭ㓿济发展的势头

将更䎻良好或继续保持⧠ᴹ的发展势头˗就自身而言，䘁一半的ਇ䇯者˄46%˅认Ѫ个人䍒

状况，在࣑状况在ᵚ来一ᒤ内ӽՊ保持⧠状˗ҏᴹн少ਇ䇯者˄41%˅相信他们的个人䍒࣑

ᵚ来的一ᒤՊᴹᡰ改善Ǆ 

Ѫ了更࣐直㿲地体⧠居民对中ഭ㓿济和个人䍒࣑状况信心的ᒣ均情况，ᡁ们引入“预期
水ᒣ”的概念Ǆᡁ们用䘹择“ਈ好”的ਇ䇯者比例߿去䘹择“ਈ坏”的ਇ䇯者比例来衡䟿整体预
期的Ҁ㿲程度，〠之Ѫ预期水平8Ǆ 

                                                             
8
预期水ᒣ的䈖㓶解释㿱䱴录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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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1：对中国经济和个人财务状况的预期水平的比较 

如മ 3-11ᡰ示，ਇ䇯者对中ഭ㓿济和个人䍒࣑状况总体保持较ѪҀ㿲的预期水ᒣ，࠶

别Ѫ 31%和 40%˄ṩ据定ѹ,预期水ᒣ=“ਈ好”比例-“ਈ坏”比例，因↔预期水ᒣѪ↓ণ表示
偏Ҁ㿲,Ѫ负表示偏悲㿲˅Ǆ值得注意的是，䘉є个数值较 2014ᒤ均ᴹᡰ提高，表明中国居
民对未来短期内中国经济和个人财务状况的预期的乐观程度高于 2014年Ǆ 

Ӿ个人ᒤ收入来看，居民个人年收入与居民对经济和自身财务状况的信心呈正相关ǄѪ
了࠶析居民对ᵚ来㓿济和自身䍒࣑状况的信心水ᒣ是否ਇަ收入影响，ᡁ们ӽ用预期水ᒣ来

衡䟿居民信心的ᒣ均情况Ǆ 

 

图 3-12：个人年收入对居民预期水平的影响9
 

Ӿമ3-12ਟԕ发⧠˖վ收入人群预期水ᒣ最վ，高收入人群预期水ᒣ最高Ǆ由↔ਟ㿱， 

䲿着个人收入水ᒣ的增࣐，居民对中ഭ㓿济和自身䍒࣑的发展状况更ᴹ信心Ǆ 

                                                             
9
 个人ᒤ收入࠶类˖˄վ收入˖个人税前ᒤ收入վ于 30300元˗中等收入˖个人税前ᒤ收入 30300-182099

元˗高收入˖个人税前ᒤ收入高于 18209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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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3：家庭年收入对居民预期水平的影响10
 

Ӿ家庭ᒤ收入来看，如മ3-13ᡰ示，ᡁ们ਟԕ发⧠家庭年收入与对经济和自身财务状况
的信心也有正相关关系Ǆ 

另外，ᡁ们䘈发⧠，н਼健康状况的居民对于ᵚ来中ഭ㓿济和个人䍒࣑的预期水ᒣ是ᴹ

显著差异的Ǆ 

 

图 3-14：健康状况对居民预期水平的影响 

如മ3-14ᡰ示，认为自己健康状况越好的受访者，往往对于未来中国经济和个人财务有
较高的预期水平Ǆ值得注意的是，认Ѫ自ᐡ健康状况差的ਇ䇯者，ަ对于ᵚ来中ഭ㓿济和个
人䍒࣑的预期水ᒣ出⧠了负值˄-13%˅，显示了悲㿲的预期Ǆ由↔ਟ㿱，健康状况对于居

民在中ഭ㓿济和自身䍒࣑的发展状况方面信心的影响是很大的Ǆ 

                                                             
10
家庭ᒤ收入࠶类˖˄վ收入˖家庭税前ᒤ收入վ于 30300元˗中等收入˖家庭税前ᒤ收入 30300-182099

元˗高收入˖家庭税前ᒤ收入高于 18209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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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看，个人年收入ǃ家庭年收入和健康状况均对居民就中ഭ㓿济和个人䍒࣑状况的
Ҁ㿲程度ᴹ较大影响Ǆ 

3.3.2 对退休生活状态的预期 

在研究居民对退休生活状态的预期时，ᡁ们䘹ਆ了6种比较ᴹԓ表性的ǃԔ人期待的退

休生活状态˄如˖ਟ能获得的ޣ心照顾ǃ生活品䍘和㓿济保障等)，供ਇ䇯者ṩ据自ᐡ的态

度，对相ᓄ的࠶值䘋行䘹择Ǆ࠶值范围Ӿ1到5，1表示非常悲㿲，5表示非常Ҁ㿲Ǆ 

 

Q18:想到将来的事，您对退休的с列各方面ᴿ多乐观？ ˄1-非常悲㿲，5-非常Ҁ㿲˅ 

图 3-15：对退休后生活状态的乐观程度 

由മ3-15ਟ㿱，ਇ䇯者对大部࠶退休ਾ的生活状态持Ҁ㿲自信的态度(比较Ҁ㿲和非常

Ҁ㿲)Ǆн䗷，对于“ਟԕ䘹择何时退休”,ਇ䇯者的ᒣ均得࠶只ᴹ3.24,վ于ަ他状态，৽映出

居民认为在自由安排退休时间方面还存在较大阻碍Ǆ总体来看大部分居民对退休后生活比较
乐观，尤ަ是对“看到ᡁ的孩子䍒࣑稳定”ǃ“ᴹ足够的钱维持生活”等信心十足,仅对“ਟԕ䘹
择何时退休”Ҁ㿲程度较վǄ 

Ѫ了考察各种状态在退休生活中的䟽要性,ᡁ们ԕQ14Ā对退休ਾ䗷к舒适满意生活的信

心āѪ研究对象，ԕ对6种退休生活状态的信心水ᒣ作Ѫ影响因素，建立多元排序䘹择o-probit

模型11Ǆ模型中,研究对象ਆ值Ѫ1-5,࠶别ԓ表Ā毫无信心āĀн是很ᴹ信心āĀᴹ一点信心ā

Ā很ᴹ信心ā和Ā极ᴹ信心ā˗影响因素࠶别Ѫ6种退休生活状态的信心水ᒣ，⇿个影响因

素的影响因素ਆ值都是1-5，࠶别ԓ表Ā非常悲㿲āĀ比较悲㿲āĀ既н悲㿲ҏнҀ㿲āĀ比

较Ҁ㿲āĀ非常Ҁ㿲āǄ回ᖂ结果如л表˖ 

 

 

 

                                                             
11

 模型ӻ绍䈖㿱䱴录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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ਈ䟿 ਈ䟿内容 系数 显著性水ᒣ˄p值˅ 

A ᴹ足够的钱维持生活 0.3599227 0.000*** 

B ਟԕ䘹择何时退休 0.0866205 0.006*** 

C 保持良好健康状况 0.1173206 0.003*** 

D 在完全退休前，ᴹ机Պ做非全职ᐕ作 0.043841 0.211 

E 看到孩子䍒࣑稳定 0.0910713 0.026** 

F 在退休期间ᴹ足够的钱支付५疗费用 0.2489381 0.000*** 

模型显著性检验p<0.001 

由к表回ᖂ结果ਟ知 模̟型整体显著Ǆ在5%显著性水ᒣл,Āᴹ足够的钱维持生活āĀਟ

ԕ䘹择何时退休āĀ保持良好健康状况āĀ看到孩子䍒࣑稳定āоĀ在退休期间ᴹ足够的钱

支付५疗费用ā等因素,对退休生活的总体信心是ᴹ影响的,ަ中最Ѫ显著的є个因素是: Āᴹ

足够的钱维持生活ā和Ā在退休期间ᴹ足够的钱支付५疗费用āǄ由↔ਟ㿱,居民对退休ਾ

生活ޣ注的最Ṩ心因素䘈是收入问题Ǆ 

3.3.3 对退休ਾ收入的预期 

人们对退休收入的期望৽映了个人对退休生活水ᒣ的要求，ᡁ们对中ഭ居民的期望退休

收入оަ实⧠期望收入的信心情况䘋行了统计Ǆ 

 

Q33您期望退休后，每ᒪ的总收入占您目前收入的多少？ 

图 3-16：期望退休后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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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性ਇ䇯者比女性ਇ䇯者对退休ਾ收入的预期更Ҁ㿲Ǆ由മ 3-16 ਟ㿱，能

够较Ҁ㿲地认Ѫ个人退休收入相ᖃ于目前收入 80%ԕк的ਇ䇯者中，⭧性˄43%˅多于女性

˄40%˅̠ 而认Ѫ自ᐡᵚ来的退休收入仅相ᖃ于目前收入的 40-60%，甚㠣վ于 40%的ਇ䇯者

中，女性˄24%˅多于⭧性˄21% Ǆ˅ 

 

Q34φ你预期自ᐧ将来能得䘏些期望的退休收入吗？ 

图 3-17：取得期望退休收入的信心 

对于将来退休ਾ，能否ਆ得自ᐡ期望的退休收入，н਼收入的ਇ䇯者表䗮的态度ҏн尽

相਼Ǆ如മ 3-17ᡰ示，高收入人群中,认Ѫ自ᐡ能在退休ਾਆ得期望收入的比例最高，䗮到

了 37%，而վ收入人群中䘉一比例仅Ѫ 18%Ǆ收入䎺高，对ਆ得符ਸ预期的退休收入䎺ᴹ

信心Ǆ 

о 2014ᒤ相比，居民ਆ得期望收入的整体信心ᴹᡰ提升，ਇ䇯者中认Ѫ自ᐡ能ਆ得期

望退休收入的占比增࣐ 3%Ǆ 

3.3.4 对Ӻਾ几ԓ人退休生活保持Ҁ㿲 

ᡁ们਼ṧ调查了ਇ䇯者对于Ӻਾ几ԓ人的退休情况的预期，ਇ䇯者สᵜ保持Ҁ㿲态度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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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7 您㿿得今后几代人退休时， 情况会比目前退休的䘏代人更好，䘎是更差？ 

图 3-18：对今后几代人退休生活的预期 

如മ 3-18ᡰ示，M 46%的ਇ䇯者认Ѫᵚ来退休情况Պ好转，而仅ᴹ 15%的ਇ䇯者认ѪՊ

ਈ差Ǆ਼时,ᡁ们发⧠，对ᵚ来中ഭ㓿济和个人䍒࣑䎺Ҁ㿲的ਇ䇯者对ᵚ来几ԓ人的退休生

活预期ҏ䎺Ҁ㿲Ǆ 

4. 中国居民的退休准备 

4.1 中ഭ居民退休准备指数৺比较 

Ѫ了对中ഭ居民的退休准备情况䘋行科学的࠶析和评ԧ，ᡁ们在参考荷ޠ全球人寿保䲙

䳶团构建的退休准备指数䘀算方式的ส础к，䘹ਆ了退休䍓任意识ǃ䍒࣑规划认知水ᒣǃ䍒

度ԕ৺ਆ得期望收入的信心等࠶问题理解能力ǃ退休计划完善度ǃ退休储蓄充࣑ 6个影响因

素，并赋Ҹ相ᓄ的权䟽，构建了中ഭ居民退休准备指数12Ǆ退休准备指数的ਆ值在 0-10之间，

数值䎺大表明退休准备䎺充13࠶Ǆ 

ṩ据ᡁ们的测算，2015年中国居民的退休准备指数为 6.51，高于 2014ᒤ的 Ǆ䘋࠶6.30

一↕࠶析发⧠，对中ഭ居民的退休准备指数影响较大的因素是ਇ䇯者䍒࣑理解能力和对退休

储蓄䟽视程度Ǆ偏好储蓄的Ґ惯是中ഭ居民的退休准备指数在世界列前茅的䟽要原因Ǆ然

而，退休准备指数得࠶高，并н一定意味着中ഭ居民的退休准备做得足够充足Ǆ 

对比 2015ᒤо 2014ᒤ的中ഭ居民退休准备指数，ਟԕ发⧠˖ 

1˅ 居民对于退休䍓任的认识非常类似˗ 

2˅ 䍒࣑规划认知水ᒣӾ 2014到 2015ᒤᴹ了较大提升，意识到䍒࣑规划非常䟽要的ਇ

䇯者的比例提升了 7%Ǆ̠  

3˅ 居民对䍒࣑问题的理解能力ᴹᡰ提升，觉得䍒࣑问题很好理解的ਇ䇯者比例提高了

                                                             
12

 计算方法䈖㿱䱴录 1Ǆ 
13

 ਟԕ对н਼࠶数䘋行划࠶8˖࠶˄高࠶段˅ԕк表示退休准备非常充࠶6-8˗࠶˄中࠶段˅表示ᐢ㓿ᴹ一

定的退休准备，但䘈ᴹᡰ⅐缺˗6࠶˄վ࠶段˅ԕл表明退休准备н足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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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而觉得很难理解或较难理解的比例都ᴹᡰл降˗ 

4˅ ਇ䇯者个人退休计划完善度ᴹᡰ调整，认Ѫ计划非常完善的ਇ䇯者比例ᴹᡰл降，

而认Ѫ计划较完善的ਇ䇯者比例大大提高，对↔ᡁ们推测㓿济的发展৺居民期望值

的增高਼ޡ促ᡀ了䘉个结果˗ 

5˅ 退休储蓄充࠶度则ᴹ较明显的л滑，ѫ要的л降出⧠在Ā认Ѫ退休储蓄非常充࠶ā

的比例к˗ 

6˅ਇ䇯者ਆ得期望收入的信心大大提升，因而ᡁ们认Ѫ退休储蓄充࠶度的л滑о退休

收入期望值的提高ਟ能ᴹ一定ޣ系，居民的收入о生活水ᒣӽ是稳↕提高Ǆ 

 

Q28-退休䍙任意识δ确保自ᐧ退休收入的䍙任ε，Q29-䍘ࣗ规划认知水ᒩ，Q30-䍘ࣗ问题理解能力，

Q31-退休计划完善度，Q32-退休储蓄充࠼度，Q34-得期望收入的信心 

图 4-1：2015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分数段 

മ 4-1Ѫ中ഭ居民退休准备指数得࠶的累〟࠶ᐳ情况ǄӾ䈕മਟԕ看出，在调查的 1800

个在职ਇ䇯者中，ᴹ 37%处于退休准备指数վ࠶段˄得࠶ 0-6 ，˅表明近 1/3的中国居民没有
良好的退休准备，相比之下去年处于低分段人群有 42%Ǆ 

43%处于中࠶段˄ 得࠶ 6-8 ，˅䘉部࠶居民比例最大，ҏ是中ഭ目前ᒣ均的退休准备情况，

䘉部࠶居民有一定退休准备，但并不足以支撑全部退休需求Ǆ相比之л，去ᒤ处于中࠶段的
比例Ѫ 40% 

20%处于高࠶段˄得࠶ 8-10 ，˅䘉部࠶居民退休准备非常充࠶Ǆ相比之л去ᒤ处于高࠶

段的比例Ѫ 18%Ǆ 

总的来看，处于退休准备վ࠶段的人群比例ᴹᡰл降，而处于中࠶段和高࠶段的比例ᴹ

ᡰк升，说明中ഭ居民退休准备水ᒣ较去ᒤᐢᴹ一定提高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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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退休准备指数的影响因素 

4.2.1 地域差异 

由于н਼地४的㓿济发展程度ǃ地理ս置ǃ文ॆ⧟境等方面都ᴹ较大差异，因↔н਼地

४居民的退休准备情况ҏՊӗ生一定差异Ǆṩ据来自 31 个省ᐲ自治४的ṧᵜ信14，ᡁ们

计算了各地४居民的退休准备指数，并对н਼地४的退休准备指数䘋行了࠶析对比Ǆ

 

Q28-退休䍙任意识δ确保自ᐧ退休收入的䍙任ε，Q29-䍘ࣗ规划认知水ᒩ，Q30-䍘ࣗ问题理解能力，

Q31-退休计划完善度，Q32-退休储蓄充࠼度，Q34-得期望收入的信心 

图 4-2：退休准备指数的地区比较 

如മ 4-2ᡰ示，全ഭ的退休准备指数Ѫ 6.51Ǆ除了黑龙江ǃ甘肃ǃ河ेǃ宁夏等 4个省

外，ަ 他省ᐲ的退休准备指数都在中࠶段，表明ᡁഭ居民的退休准备Პ遍处于ᴹ一定的计划

但䘈ᴹ待࣐ᕪ的状态Ǆ 

о 2014ᒤ数据对比来看，部࠶省ᐲ，如䟽庆ǃ河南ǃӁ南ǃ海南ǃᯠ疆等，ަ退休准

备水ᒣᴹ一个非常大幅度的提高Ǆ 

整体来看，大部࠶省ᐲ的退休准备指数都呈⧠一定的к升䎻势，在 2014ᒤ，ӽ存在䘁

10个省ᐲ退休准备水ᒣ处于վ࠶段，而 2015ᒤ，只ᴹ宁夏ǃ甘肃ǃ黑龙江等少数省份的退

休准备水ᒣ处于վ࠶段Ǆਟԕ看出很多省ᐲ的居民在退休准备к都ᴹ明显的改善Ǆ 

 

                                                             
14
ᵜ⅑ᣕ告ṧᵜ覆盖除外的 32个省ᐲ，但由于西㯿地४ṧᵜ䟿较小ф退休准备指数部࠶问卷数据ᴹ缺失，

因↔在退休准备的࠶析中略去西㯿自治४，仅涵盖ަ余 31个省ǃᐲǃ自治४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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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㓿济发䗮程度 

Ѫ了䘋一↕探䇘㓿济发䗮程度对居民退休准备指数的影响，ᡁ们按照各省份的㓿济水ᒣ

оޜਨ业࠶࣑ᐳ情况，对 32个省ᐲ自治४䘋行了४域的划࠶，并ф࠶别计算н਼࠶४л的

退休准备指数，再对н਼४域的退休准备情况䘋行对比Ǆ㿱മ 4-3Ǆ 

˄४域划࠶˖䟽要业࣑ᐲ场包括广东ǃ山东ǃ江㣿ǃк海ǃेӜ˗ަ余业࣑ᐲ场包括湖

ेǃ浙江ǃ福建ǃཙ津ǃ四ᐍǃ河े˗े部地४包括䗭宁ǃ黑龙江ǃਹ林ǃ内蒙˗中部地४

包括河南ǃ湖南ǃᆹ徽ǃ陕西ǃ山西ǃ䟽庆ǃ江西˗南部地४包括广西ǃӁ南ǃ䍥ᐎǃ海南˗

西部地४包括甘肃ǃᯠ疆ǃ宁夏ǃ青海ǃ西㯿˅ 

 

Q28-退休䍙任意识δ确保自ᐧ退休收入的䍙任ε，Q29-䍘ࣗ规划认知水ᒩ，Q30-䍘ࣗ问题理解能力，

Q31-退休计划完善度，Q32-退休储蓄充࠼度，Q34-得期望收入的信心 

 图 4-3：经济发达程度对居民退休准备指数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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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最大的优势在于退休计
划完善度与退休储蓄充分度方面᱄ 

ަ余业࣑ᐲ场的退休准备水ᒣ较վ，ަ中最大的不足在于退休计划与退休储蓄方面᱄ 

Ӿ全ഭ४域࠶ᐳ来看，े 部о西部地४的退休准备水ᒣ最վ，而中部о南部退休水ᒣ则

比较高Ǆ 

虽然退休准备指数并н是完全䲿㓿济发䗮程度的提高而к升，但ᡁ们ਟԕ看到，䲿着㓿

济发䗮程度的提高，居民的收入ǃ投资理䍒意识等都得到了增长，䘉ҏ䘋一↕增益了退休准

备情况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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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个人特䍘 

1)性别 

⭧女性格о在生活ᐕ作中扮演角色的н਼，使ަ在针对退休准备的态度о行ࣘк都ᴹ一

定的差异Ǆ 

 

Q28-退休䍙任意识δ确保自ᐧ退休收入的䍙任ε，Q29-䍘ࣗ规划认知水ᒩ，Q30-䍘ࣗ问题理解能力，

Q31-退休计划完善度，Q32-退休储蓄充࠼度，Q34-得期望收入的信心 

图 4-4：性别对退休准备指数的影响 

由മ 4-4ਟԕ看出，男性的退休准备指数得分要高于女性Ǆ女性仅在退休储蓄准备кՈ
于⭧性，䘉ਟ能о女性比⭧性更Ѫ谨慎ǃ保ᆸ和়恶风䲙的特性ᴹޣǄ男性相对女性最大的
优势在于对取得期望收入的信心，ѫ要原因ਟ能是⭧性比女性更富ᴹ冒䲙和挑战精⾎，因而，
他们对ਆ得期望收入的更ᴹ信心Ǆ 

2)ᒤ龄 

ᒤ龄ҏ是影响退休准备指数的一个䟽要因素Ǆ䲿着ᒤ龄的增长，大部࠶人的һ业更࣐稳

定，社Պ阅历о知识ҏ更丰富，因而н਼ᒤ龄阶段人们对退休的态度ҏՊ出⧠ਈॆ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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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8-退休䍙任意识δ确保自ᐧ退休收入的䍙任ε，Q29-䍘ࣗ规划认知水ᒩ，Q30-䍘ࣗ问题理解能力，

Q31-退休计划完善度，Q32-退休储蓄充࠼度，Q34-得期望收入的信心 

图 4-5：年龄对退休准备指数的影响 

Ӿമ 4-5来看，各个ᒤ龄段的居民退休准备指数ᴹ一个较明显的提升，о性别ᒤ份对比

结果一㠤，ਆ得期望收入的信心ӽ然是ަ中一个䟽要的原因Ǆ 

4.2.4 个人行ࣘ 

1) 退休储蓄Ґ惯 

Շᡰ周知，高储蓄率一直是中ഭ居民理䍒的ѫ要特点，മ 4-6是针对ਇ䇯者的退休储蓄

Ґ惯，对 2014ᒤ和 2015ᒤ的ᴹޣ数据，䘋行的比较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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ᡁӾ来没ᴹѪ退休储蓄

䗷，ҏн想䘉Ѹ做

ᡁ䘈没ᴹѪӺਾ退休储

蓄，н䗷ᡁᴹ䘉个打算

ᡁԕ前ѪӺਾ退休储蓄

䗷，н䗷⧠在ᐢ㓿н䘉Ѹ
做了

ᡁ只是偶尔才ѪӺਾ退休

储蓄

  

Q35φс列哪一项最确࠽地表述了您Ѱ今后退休采的储蓄方式？ 

图 4-6：退休储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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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䗷比较，ᡁ们发⧠，没ᴹ形ᡀ或н能ඊ持退休储蓄Ґ惯的人群比例ᴹᡰл降，而ާ备

良好ф持续退休储蓄Ґ惯的人群比例ᴹᡰ增࣐，增幅䗮 8%˗就↔ਟ㿱，中ഭ居民对退休储

蓄的䟽视程度在提高Ǆ 

2)  个人退休计划 

退休储蓄Ґ惯对退休准备ާᴹ显著影响，而制定࠷实ਟ行的退休计划，是䘋行好退休储

蓄，完ᡀ储蓄目标的ޣ键Ǆ 

 

Q31φ想一с您本人的退休规划过程，您㿿得就目前来说，您个人的退休计划ᴿ多完善？ 

图 4-7：个人退休计划的完善程度 

由മ 4-7ਇ䇯者退休计划完善程度的ᒤ份对比ਟԕ看出，Ӿ 2014ᒤ到 2015ᒤ，退休计

划非常完善的ਇ䇯者比例ᴹᡰл降，但是л降幅度н大，而较完善的比例大幅度提高，ᡁ们

认Ѫ，䘉ਟ能是䲿着生活水ᒣ的提高，人们对ᵚ来的退休生活䇮置了更高的目标，Ӿ而ҏ需

要更完善的退休计划来确保退休目标的实⧠Ǆ调查发⧠，退休计划的完善程度存在着ᒤ龄差

异，䈖㿱മ 4-8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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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1φ想一с您本人的退休规划过程，您㿿得就目前来说，您个人的退休计划ᴿ多完善？ 

图 4-8：不同年龄段受访者的退休计划处于不同完善度的百分比 

总体来讲，䲿着ᒤ龄的增长，ਇ䇯者退休计划的完善程度ҏ在增࣐Ǆ尽管Ӿ 18岁到 44

岁，ਇ䇯者退休计划的完善程度并没ᴹ䲿着ᒤ龄增长ᴹ明显提高，但Ӿ 45岁ԕਾ，ਇ䇯者

退休计划完善度䲿ᒤ龄大幅提高，退休计划ҏᰕ䎻完善˗值得ޣ注的是，没ᴹ退休计划的ਇ

䇯者比例䲿ᒤ龄的增长在н断降վ，直㠣Ѫ 0Ǆ 

3) ਾ备计划 

Ѫ了ᓄ对ਟ能出⧠的收入中断风䲙，如遭遇健康问题或裁员，是否ᴹ完善的ਾ备计划显

得㠣ޣ䟽要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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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9φ万一您在达到计划退休的ᒪ龄之前无法继续工作了，您是否ᴿ“后备计划”来支持？ 

图 4-9：拥有“后备计划”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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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മ 4-9ᡰ示，35-44岁的ਇ䇯者相对ަ他ᒤ龄段的人群，更缺ѿĀਾ备计划ā的支持，

更难ԕᓄ对收入中断带来的家庭৺个人䍒࣑风䲙Ǆᡁ们认Ѫ⭧性在度䗷 30-45岁䘉段㓿济

力最大的时期之ਾ，㓿济实力䙀ᒤ增长，ᓄ对突发状况的ਾ备计划䎺来䎺充࠶Ǆ而女性的䎻

势截然相৽，н仅ᒣ均的抗风䲙能力较差，而ф抗风䲙能力并非䲿时间推移而单调增长Ǆ䘋

一↕的࠶析表明，女性的安全感似乎一定程度上来源于配偶Ǆ女性的ਾ备计划持ᴹ率在 35-44

岁时跌㠣վ谷，䘉ҏ是家庭矛盾的高发期Ǆ少数离婚的女性ਇ䇯者均表示没ᴹਾ备计划Ǆ 

尽管女性更缺ѿਾ备计划，但是保䲙ਟ能难ԕ给女性ԕਾ备计划的支持Ǆ联立 Q35，约
1/3的女性受访者没能为退休进行储蓄，尽管她们有这个打算Ǆ参考一般居民的资ӗ结构，
在银行储蓄都难ԕ增长时，女性ਇ䇯者难ᴹ余力在保䲙等方面ᴹᡰ投入Ǆ 

Q40φ如果您因健康原因或单位裁员无法继续工作，с列哪些方式可以构成您的“后备计划”？ 

图 4-10：构成后备计划的方式 

如മ 4-10ᡰ示，个人储蓄ǃ䟽大疾病保䲙ǃ配偶/伴侣的ᐕ作ǃ失业保䲙ǃ收入保障ǃ

ഭ家失业ǃ疾病补ࣙ是ਇ䇯者遭遇意外而无法ᐕ作时的ѫ要保障Ǆ虽然ᴹ四ᡀ的ਇ䇯者提到

“ᡁ配偶/伴侣的ᐕ作”，但是考虑到因疾病而离婚的ਟ能性，ԕ৺家庭ৼ方都遭ਇ意外而相
ӂ依赖的情况，居民更ᓄ䈕做好个人的准备Ǆ 

特别的，人们对储蓄的信赖程度䘌高于ަ他补ࣙ和金融ӗ品Ǆ虽然通胀大于银行利率ᐢ

被民Շ认知，Ӻᒤᯠ推出了银行存款保䲙˄50万元理赔к限 ，˅对于股ᐲҏ采ਆ了一系列刺

激᭯策，但是居民对于银行储蓄的信赖仍然偏高Ǆ 

 



39 

5. 中国居民的退休规划 

5.1 中ഭ居民退休收入来源࠶析 

5.1.1 ѫ要退休收入来源 

通䗷调查ᡁ们发⧠，多数居民的退休收入来源ӽԕ银行储蓄和社Պޫ老保䲙Ѫѫ，居民

退休收入结构的多ṧ性ᴹ待完善Ǆ 

 
Q43a您目前采用了哪些䍘ࣗ方式δ如ᴿε来Ѱ今后退休做准备？ 如果您ᐨ完全退休，那么您过去采

用了哪些䍘ࣗ方式δ如ᴿε来Ѱ今后退休做准备？ 

图 5-1：退休收入来源 

如മ 5-1ᡰ示，社Պޫ老保䲙ǃ储蓄和个人商业ޫ老保䲙Ѫѫ要退休准备方式，而采用

股票ǃ债权ǃส金等理䍒方式的ਇ䇯者比例较վǄ 

通䗷对н਼ᒤ龄段人群的调查ਾ，ᡁ们发⧠居民预期退休ਾ的收入结构在н਼ᒤ龄段ਇ

䇯者之间差别很大，年龄越大的受访者预期退休收入中政府承担的比例越高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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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2 您的退休收入大约ᴿ多少比例来自于政府 (社会保障金和其他政府福利)Ƚ(前)雇ѱ(职业退休金计划)，

以及自ᐧ的储蓄和投资δ包括个人退休金账户Ƚ个人养老金缴款ε？ 

图 5-2：受访者预计退休收入结构随年龄的变化 

如മ 5-2ᡰ示，大部࠶ᒤ轻ਇ䇯者预计个人收入˄退休金䍖户ǃ个人ޫ老金缴款˅ਟԕ

占退休ਾ收入的йᡀ，然而，䲿着ਇ䇯者ᒤ龄的增长，个人收入占退休收入比例䙀↕л降Ǆ

特别是对于 65岁ԕк的ਇ䇯者，᭯府的社Պ保障金占退休收入比例超䗷一半Ǆ 

ਟԕ看出，55岁ԕк居民没能䘋行充࠶的个人退休准备˄购买商业ޫ老保䲙等 ，˅ަ预

期退休收入中个人收入占比较վ，而ᒤ轻一ԓ人退休准备意识较ᕪ，࣐之ഭ家᭯策引导，预

计未来居民退休收入中个人收入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Ǆ 

5.1.2 ᐢ退休者收入来源 

通䗷调查ᡁ们发⧠，居民在银行储蓄ǃ社保等Ր统ޫ老方式к䘋行了大䟿的投入，而在

人寿保䲙ǃ投䘎䲙ǃнࣘӗ等投资方式к投入н足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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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3b䘏些䍘ࣗ方式中，哪些是您最䠃要的退休收入来源？ 

图 5-3：最重要的退休收入来源 

如മ 5-3ᡰ示，社Պޫ老保䲙ǃ储蓄ǃ个人商业ޫ老保䲙Ѫ多数ਇ䇯者最䟽要的退休收

入来源Ǆ虽然ਇ䇯者在 Q43a中表示采用多种理䍒方式，但是Ӿ投入看来，储蓄和社保占了
大部分，保险等理财产品投入偏低，退休后未能起到主要作用Ǆ 

5.1.3 退休储蓄意愿影响因素 

如лമᡰ示，居民Ѫ退休䘋行储蓄的意愿ਇ多方面因素影响，о一般的金融投资品ᴹ相

似之处，但是更注䟽ᆹ全Ǆ˄ 注˖↔处的“储蓄”并非⤝ѹ的银行存款，而是指Ѫ退休做准备
的金融理䍒ӗ品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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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6 с列哪些因素能促使您Ѱ将来进行储蓄? 

图 5-4：促使受访者进行退休储蓄的因素 

在总计 1800 个ᵚ完全退休者ṧᵜ中，ᴹ䘁半数˄49%˅的ਇ䇯者表示，收入增࣐Պ促

使他们Ѫ退休䘋行储蓄Ǆ如മ 5-4ᡰ示，更确定的㓿济⧟境ǃ针对长期储蓄和ޫ老金ӗ品的

税᭯策等均能ᴹ效促䘋居民的退休储蓄行ѪǄ投资ᐲ场к改䘋信н对〠，增䘋投资人信߿

心的措施ҏਟԕ改善退休储蓄情况Ǆਟ㿱，居民对退休理财产品的安全性需求更强Ǆ 

о Q29联立，除了ণ将退休的人群外，45-54岁的ਇ䇯者的退休准备最Ѫ〟极，而ф因

Ѫ离退休尚ᴹ时间，ਟԕ购买长期ޫ老ӗ品Ǆ䘉部࠶Ѫ退休〟极做准备的ᒤ龄人群中，高䗮

50%的ਇ䇯者倾向于简单易懂的ޫ老金ӗ品，四ᡀਇ䇯者希望ޫ老金ӗ品易于查看ǃ管理，

ᴹ更好的法律保ᣔǄ  

5.2 对退休ਾ谁来担㓿济保障䍓任的认知 

5.2.1 谁ᓄᖃѪ退休收入о计划负䍓？ 

退休䍓任ѫ要由᭯府ǃ企业和个人й方࠶担，但是࠶担的比例ত值得探究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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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4请指出您在多大程度р赞同或反对с列关于退休养老金支付䍙任的表述Ⱦ 

图 5-5：受访者对养老责任分担的看法 

大部࠶ਇ䇯者认为政府᱃雇主᱃个人均需要对退休生活承担责任Ǆ而Ӿާ体比例来看，
认Ѫ᭯府需要担䍓任的ਇ䇯者比例高出认Ѫ个人ᓄ担䍓任的ਇ䇯者比例 14个百࠶点，

说明整体来看䘈是ᴹ更多居民倾向于䇙᭯府担更多䍓任˗਼ 时，认Ѫ自ᐡᓄ䈕担退休䍓

任的比例Ѫ 75%，较去ᒤ的 77.6%比例ᴹᡰл滑Ǆ䘉都说明中ഭ居民ޣ于ޫ老䍓任的㿲念ӽ

需改䘋，居民ᓄ䈕䙀渐摆脱对᭯府的䗷度依赖Ǆ 

5.2.2 个人ᓄ担的䍓任 

1) 退休储蓄 

Ӿ问卷调查ᡁ们ਟԕ看出，在 45岁前，ਇ䇯者退休储蓄充࠶度ਈࣘн大，近 65%的受
访者没有充分的退休储蓄Ǆ 

45 岁ԕਾ，ਇ䇯者Ѫ退休储蓄的资金大幅度к涨，并ф䲿着ᒤ龄升高，退休储蓄充࠶

度䎺来䎺高Ǆ但是退休职ᐕ数最多的 55-64 ᒤ龄段内，ӽ然ᴹ 9%的ਇ䇯者退休储蓄非常н

充࠶，ަ将面临一定的退休风䲙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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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2想一с您Ѱ将来退休而储蓄的资金，请问您存够钱了吗？(1-у充࠼χ5-充࠼) 

图 5-6：是否为未来退休进行了充分储蓄 

2) 对延䘏退休的看法 

中ഭ在退休ᒤ龄方面的规定Ӿ 1978ᒤ开始一直适用㠣ӺǄ但䲿着ᒣ均预期寿命的延长，

尤ަ人ਓ老龄ॆ问题的ᰕ益ѕ䟽，社Պޫ老金䘀行力ᰕ益࣐剧ǄѪ缓解䘉一力，ҏѪ了

使居民对退休ᴹ更充足的准备，推䘏退休ᒤ龄ᡀѪ大势ᡰ䎻，人社部预计将于 2017ᒤ出ਠ

ާ体规定Ǆᡁ们ҏ在问卷中调查了ਇ䇯者对延䘏退休问题的看法，结果如л˖ 

Q46您在多大程度р㿿得人们今后要延长工作ᒪ数，以便补偿人们寿命延长后增ࣖ的成本？ 

图 5-7：受访者对延迟退休的观点随年龄变化 

总体看来，59%的ਇ䇯者表示愿意通䗷某种方式延迟退休年龄，但是䘉一比例վ于去ᒤ
的 65%和前ᒤ的 62%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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н਼ᒤ龄段的ਇ䇯者对于“延䘏退休”给出了截然相৽的回答Ǆ如മ 5-7ᡰ示，多数ਇ䇯

者退休前৽对延䘏退休，退休ਾ转而支持Ǆ51%的中ᒤ(35-44岁) ਇ䇯者৽对延䘏退休，ਟ

能因Ѫᐕ作力大Ǆ但是，77%的退休后的受访者转而支持延迟退休Ǆਟ能是考虑到退休金
的收支问题，希望增࣐缴费人ਓ，߿少о自ᐡ一ṧ的退休人ਓǄ 

5.2.3 ᭯府担的䍓任 

“ޫ老金缺ਓ”一度是居民ޣ注的焦点，多数居民认识到了ޫ老金的收支力，但是对于
弥补的方式意㿱н一Ǆ 

Q45您㿿得政府应该如何去承担因寿命延长带来的养老金支出成本压力？ 

图 5-8：受访者对养老金税收和支付的观点随年龄变化 

䲿着人均寿命延长，老ᒤ人ਓ比例增高，“ᵚ富先老”，᭯府ޫ老金支出ᡀᵜᰕ增，维持
ޫ老金收支ᒣ衡的力䎺来䎺大Ǆ如മ 5-8 ᡰ示，只ᴹн到 5%的ਇ䇯者认Ѫޫ老金ӽ然够

用，说明居民对于养老金的支付压力已普遍形成共识Ǆ48%的ਇ䇯者支持增税，䘌高于 30%

的全球比例，但是վ于 2014ᒤ 57%的调查结果Ǆ 

ਇ䇯者对᭯府解决ޫ老金力方式的偏好䲿ᒤ龄ਈॆ明显Ǆ半数的 25-34岁青年受访者
反对增税，要求减少养老金支付˗而多于ޝᡀ的 45岁以上受访者支持增税，同时反对减少
养老金支付Ǆ 

5.2.4 䳷ѫ担的䍓任 

1) 䳷ѫ提供的职业福利 

职业福利是对䳷员䘋行人性ॆ管理的体⧠，ҏ是一种䳷ѫ文ॆ的表䗮Ǆ职业福利通常ਟ

ԕ࠶Ѫޝ类˖灵活退休类˄如阶段退休ǃ退休ਾ继续ᐕ作˅̠ 退休保障类˄如，企业ᒤ金计

划˅̠ 人身健康保障类˄如，健康保䲙ǃ人寿保䲙˅̠ ᐕ作便利类˄如，ᐕ作地点ǃᕩ性ᐕ作

时间ǃ休假˅̠ 职业发展类˄如，晋升ǃษ䇝˅̠ ⧠金类˄ᐕ作ǃ྆金和补䍤ǃ持股计划˅等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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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9 您目前的雇ѱѰ您提供以с哪些职业福利？ 

图 5-9：当前雇主提供的职业福利 

调查显示˖在ᡁഭ，如 5-9ᡰ示，⧠金福利˄สᵜᐕ资ǃ࣐班补䍤ǃ྆金˅能得到较好

的实⧠˗员ᐕ生活福利˄休假福利˅ҏ得到了很好的实⧠˗非⧠金福利中，५疗健康保䲙覆

盖较广，但是人寿保䲙ǃ企业ޫ老金计划总体实⧠程度н高Ǆ在职业发展福利方面，65%的

ਇ䇯者表示拥ᴹ职࣑晋升机Պ，ަ中获得ษ䇝机Պ的ਇ䇯者比例Ӿ 2014 ᒤ的 25%增长Ѫ

60%，䘉说明ᡁഭ在䘉一ᒤ中职业发展福利发展迅䙏，企业更࣐注䟽员ᐕ的素䍘ษޫ和员ᐕ

的长期发展ǄӾമ 5-10ਟԕ看出，灵活退休类福利实⧠率最վ˄33% ，˅ަ⅑退休保障类ণ

企业ᒤ金福利实⧠率ҏվ于ަ他福利，仅ᴹ 46%Ǆ说明ᡁഭ企业退休福利䘈ᴹ很多䘋↕空

间Ǆަ他各项福利实⧠均衡，但总体程度н高Ǆ 

 

Q49 您目前的雇ѱѰ您提供以с哪些职业福利？ 

图 5-10：当前雇主提供的职业福利᷉按福利性质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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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9 您目前的雇ѱѰ您提供以с哪些职业福利？ 

图 5-11：当前雇主提供的职业福利᷉按收入分组᷊ 

如മ 5-11 ᡰ示，վ收入者的各项职业福利实⧠率大大վ于高收入者Ǆަ中社Պ保障福

利˄如५疗健康保䲙ǃ企业ޫ老金计划ǃ人寿保䲙˅差别显著Ǆ高收入者的各项职业福利Პ

遍得到很好的实⧠Ǆ他们更容易得到晋升机Պ，拥ᴹ更灵活的ᐕ作时间和地点，企业⧠金类

福利高出ᒣ均水ᒣǄվ收入者的职࣑晋升机Պо高收入者相差 35%，得到ษ䇝的机Պ比高

收入者վ 26%，䘉说明目前的职业福利在提高վ收入者素䍘кӽᴹ极大的䘋↕空间Ǆ 

特别的，ษ䇝机Պо企业ޫ老金计划的४别是ਇ䇯者在职业福利方面存在差距的ਟ能原

因Ǆ在Āสᵜᐕ资ā相䘁的情况л，ษ䇝机Պ的差距䘋而影响到职࣑晋升机Պǃ྆金等在职

收入，而ޫ老金计划的差距则更多影响退休ਾ收入，䘉Ӌ因素是վ收入者ਟ能的改䘋因素Ǆ 

 

Q47请使用 1-5 标准，说明您在多大程度р赞同或反对с列ᴿ关您工作的表述χ其中 1 表示您强烈

反对，5 表示强烈赞同Ⱦ 

图 5-12：受访者对自身目前工作状态及对将企业养老金纳入员工福利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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ਇ䇯者Პ遍赞਼职业ޫ老金ᓄ䈕是员ᐕᐕ资和福利的สᵜ㓴ᡀ部࠶，而фަ在提升员ᐕ

ਇ䟽视感和忠诚度кՊ发ᥕ巨大作用，企业ਟԕ通䗷Ѫ员ᐕ制定职业ޫ老金计划来激励员

ᐕ，吸引员ᐕǄ 

 
Q48您с次择业时，с列各项职业福利对您来说ᴿ多䠃要？ 

图 5-13：受访者对职业福利的看法 

如മ 5-13 ᡰ示，ਇ䇯者对สᵜᐕ资和५疗保䲙є项职业福利最Ѫ看䟽，䘉ҏ是ᡁഭ职

业福利中发展最好的є项Ǆ除↔之外，ਇ䇯者对Ā企业ޫ老金计划ā和Ā获得ษ䇝机Պā等

ҏᰕ益䟽视，䘉ҏ是ᡁഭ职业福利中发展较快的є项福利，企业ҏਟԕ通䗷实⧠䘉Ӌ职业福

利来提高员ᐕ的〟极性和ѫ㿲能ࣘ性Ǆ相较于ަ他职业福利，ᡁഭ居民对退休ਾਟ继续ᐕ作

的愿望н高，ਟԕ预期员ᐕ对退休ਾ的ޫ老福利更Ѫ看䟽，企业ਟԕ采ਆ增࣐䘌期非⧠金福

利来激励员ᐕǄ 

 

Q48您с次择业时，с列各项职业福利对您来说ᴿ多䠃要？ 

图 5-14：受访者对职业福利的看法᷉按福利性质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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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മ 5-14 ᡰ示，在䘹择л份职业时，ਇ䇯者最看䟽的是人身健康保障类福利，而对灵

活退休类福利愿Ჟн大Ǆ员ᐕ对⧠金类和职业发展类福利的䟽视程度相䘁，ަ中，职业发展

类福利䟽视度较ᖰᒤᴹ较大提升Ǆ 

2) 员ᐕ对企业ᒤ金的支付意愿 

通䗷调查ᡁ们发⧠，员ᐕ对于企业ᒤ金的支付意愿оަ占ᒤ薪比例ޣ系н大，㠣少在ަ

投入额占ᒤ薪 6%和 8%的对比中ᵚ发生明显ਈॆǄ 

 

Q57aφ想像您的雇ѱ自ࣞ将您ࣖ入一个企业ᒪ金计划，而您需要对它投入您ᒪ薪的 6%Ⱦ䘏些钱将投

入到一个供您退休后使用的账户中Ⱦ 

Q57bφ想像您的雇ѱ自ࣞ将您ࣖ入一个企业ᒪ金计划，而您需要对它投入您ᒪ薪的 8%Ⱦ䘏些钱将投

入到一个供您退休后使用的账户中Ⱦ 

图 5-15：投入年薪 6%和 8%的企业年金计划吸引程度 

如മ 5-15ᡰ示，83%的ਇ䇯者表示投入ަᒤ薪的 ，入企业ᒤ金计划是ᴹ吸引力的࣐6%

ަ中 37%的人表示䘉项计划非常ᴹ吸引力，而 46%的人认Ѫ它ᴹ一定的吸引力，只ᴹ 5%

的人认Ѫ它没ᴹ吸引力Ǆ 

79%的ਇ䇯者表示投入ަᒤ薪的 ަ，入企业ᒤ金计划是ᴹ吸引力的࣐8% 中 33%的人表

示䘉项计划非常ᴹ吸引力，而 46%的人认Ѫ它ᴹ一定的吸引力，只ᴹн到 6%的人认Ѫ它没

ᴹ吸引力Ǆ 

є项比较ਟԕ看出࣐入企业ᒤ金计划ਾ需要投入ᒤ薪的比例是 6%䘈是 8%对员ᐕ的吸

引力并没ᴹཚ大的ਈॆ，企业在制定ᒤ金计划时ਟԕ考虑企业䘀行状况ਸ理࠶配比例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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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57aφ想像您的雇ѱ自ࣞ将您ࣖ入一个企业ᒪ金计划，而您需要对它投入您ᒪ薪的 6%Ⱦ䘏些钱将投

入到一个供您退休后使用的账户中Ⱦ 

Q57bφ想像您的雇ѱ自ࣞ将您ࣖ入一个企业ᒪ金计划，而您需要对它投入您ᒪ薪的 6%Ⱦ䘏些钱将投

入到一个供您退休后使用的账户中Ⱦ 

图 5-16：认为“吸引力较大”的受访者分年龄段比较 

如മ 5-16 ᡰ示，员ᐕ䲿着ᒤ龄的增长ަ࣐入企业ᒤ金计划的愿望Պ增ᕪ，对ᡰ缴纳ᒤ

薪的比例的在意程度ҏ相ᓄл降Ǆ 

3) 目前退休福利的实⧠情况 

虽然在䗮到退休ᒤ龄ਾӽᴹެ职ǃ返聘等方式，但大多数ਇ䇯者实䱵к䘹择了直接退休Ǆ 

 

Q23φ考虑到未来，您设想自ᐧ会如何过渡到退休？ 

图 5-17：未退休者设想如何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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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മ 5-17ᡰ示，35%的ਇ䇯者倾向于立ণ停→ᐕ作，完全䘋入退休Ǆ䘉一比例较 2014

ᒤ的 27%比例ᴹᡰк升Ǆ2014ᒤ大部࠶ᵚ退休ਇ䇯者˄57%˅倾向于Ӿެ职等状态䙀↕䗷

到退休，Ӻᒤ䘉一比例л降㠣 49%，ӽᴹ较大比例ਇ䇯者希望ԕެ职等方式䗷到退休Ǆ 

实䱵к，通䗷对 200 ᐢ退休ਇ䇯者的调查发⧠，仅ᴹ 29%ਇ䇯者㓿历了ެ职等䗷

状态，多达 51%的人都是直接停止工作而进入退休状态的Ǆ 

 

Q24bφ回顾过去，您设想如何过渡到退休的？ 

图 5-18：已退休者实际如何过渡到退休 

非直接退休˄ ণ退休ਾ保持ެ职或者继续ᐕ作领ਆ薪酬 的˅䗷方式ਟԕ使退休者的退

休收入得到更好的保障，并фਟԕ使老ᒤ人发ᥕ尚存的余力和ᐕ作〟极性Ǆ因↔，䘁半数的

ਇ䇯者表示倾向于非直接退休Ǆ 

然而，大多数希望Ӿެ职䗷到退休的居民实䱵к䘹择了直接退休，如മ 5-18 ᡰ示Ǆ

一方面ਟ能因Ѫн到ਸ适的岗ս和方式继续ᐕ作，另一方面ਟ能因Ѫ想䎦在退休ᒤ龄推䘏

之前退休Ǆ在ᵚ来实施延䘏退休ਾ，䘈ਟ能出⧠䗮到退休ᒤ龄的居民的身体条Ԧн足ԕެ职

的情况Ǆ䘉对老ᒤ人的生活保障ӗ生了负面影响Ǆ 

4) 中ഭ居民最需要的退休福利 

目前大多数居民是职ᐕ身份，退休准备ҏ收到䳷ѫ的影响Ǆ特别是在居民缺ѿ理䍒能力

的情况л，䳷ѫ对居民的退休规划ᴹ很大提升空间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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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52 您的雇ѱѰ员工提供了с列哪些服ࣗ，以帮ࣟ他们将来步入退休生活？ 

图 5-19：雇主提供的退休服务 

如മ 5-19 ᡰ示，䳷ѫ提供的退休服࣑实⧠度Პ遍н高Ǆᖃ前䳷ѫѪ员ᐕ提供的退休服

%42˄࣑ѫ要是䇙ᒤ老员ᐕᐕ作更舒适˄44%˅和提供५疗保健服࣑ ，˅但是在提供䍒࣑建

䇞ǃ䘋行再ษ䇝或ᯠᢰ能ษ䇝ǃ提供全职转ެ职䘹择等服࣑к实⧠度较վǄ਼时，15%的ਇ

䇯者表示䳷ѫ没ᴹѪ他们提供任何的退休福利，另ᴹ 3%的ਇ䇯者表示н知道䳷ѫ是否提供

了相ᓄ的退休福利，䘉ҏӾ侧面说明企业的退休服࣑并н到սǄ 

 

Q53整体而言，您认Ѱ您当前的雇ѱ (或计划ѱ管) Ѱ您提供了足够的信息和支持以帮ࣟ您进

行退休规划吗？ 

图 5-20：雇主是否提供足够的退休服务 

ᖃ前䳷ѫѪ员ᐕ提供的退休服࣑৺信非常ᴹ限，47%的ਇ䇯者认Ѫ䳷ѫ并没ᴹ提供足

够的信或支持来䘋行退休规划，10%的ਇ䇯者н知道䳷ѫ是否ᴹ提供足够的信和支持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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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54 整体而言，同пᒪ前相比，您的雇ѱ在帮ࣟ员工进行退休规划方面是做得更多Ƚ更少䘎是差у多？ 

图 5-21：雇主提供退休服务是否在进步 

䳷ѫ在提供退休规划ᑞࣙ方面ਈॆн明显Ǆ54%的ਇ䇯者认Ѫ䳷ѫ在ᑞࣙ员ᐕ䘋行退休

规划方面਼йᒤ前相比并没ᴹ明显ਈॆ，25%的ਇ䇯者认Ѫ䳷ѫ较йᒤ前提供了更多的ᑞ

ࣙ，7%的ਇ䇯者认Ѫ䳷ѫ的表⧠н如йᒤ前Ǆਟ㿱目前䳷ѫ在ᑞࣙ员ᐕ䘋行退休规划方面

发展䙏度比较ᒣ稳，拥ᴹ较大的发展空间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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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相关专题研究 

6.1 退休ਾ期望的生活方式 

1᷊近 8成受访者在退休后愿意选择独居和与配偶生活在一起，н足єᡀਇ䇯者䘹择和
子女਼ޡ生活，䘉৽映了中ഭ城镇老ᒤ人居տ方式和居տ意愿的ਈॆǄ 

 

CH1. 考虑到您退休后的生活方式或期望的生活方式，您更愿意ф谁住在一起？ 

图 6-1：期望生活方式 

中ഭ老龄科学研究中心于䘁期㓴㓷实施了й⅑全ഭ性的老ᒤ人у项调查，ԕ考察中ഭ城

镇老ᒤ人的家庭居տ方式和居տ意愿的ਈॆ䎻势Ǆ结果显示˖2010 ᒤ，ѫ㿲кн愿意о子

女਼տ的老ᒤ人而实䱵䘹择空巢居տ的比例超䗷 7ᡀ，䘌䘌高于愿意о子女਼տ的老人Ǆ 

2᷊约 9 成受访者愿意退休后住在自己家中Ǆ很少人䘹择ޫ࣎ޜ老机构，只ᴹ 1%人䘹

择愿意տ商业ޫ老机构Ǆ䘉说明人们Ր统家庭㿲念ӽ然Პ遍存在，ޫ 老院ᵚ能ਇ到老人的认

ਟ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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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2.考虑到您退休后的生活方式或期望的生活方式，您更愿意住在哪䠂？ 

图 6-2：退休后居住地样本分布 

但另一方面，ޫ老机构的稀缺ҏ是问题ᡰ在Ǆ第ޝ⅑全ഭ人ਓᲞ查的数据显示，截㠣

2010ᒤ，中ഭ 1.78ӯ 60岁ԕк的老人只拥ᴹ 314.9万张ޫ老机构的床ս，ҏ就是说 60ս

老人才能࠶到一个床սǄ虽然大部࠶老人自ᴹտᡯ，或者о子女居տ在一䎧，但ޫ老机构ӽ

存在ѕ䟽的床ս紧缺情况，䘌䘌н足ԕ满足老ᒤ人ਓ的需求Ǆ 

3 4᷊0岁以上人群的退休储蓄不足᱄富䗮投资䳶团在 2012ᒤ的ǉNew Retirement Savings 

GuidelinesǊᣕ告中提出了退休储备标准15的概念Ǆ䈕ᣕ告认Ѫ，大部࠶投资者㠣少ᓄ䈕拥ᴹ

ަ临退休前ᒤ薪 8 倍的储蓄才能满足ަ退休ਾ各项生活开销的需要Ǆ而Ӿ实䱵调查结果来

看，中ഭ居民中40岁ԕк人群尤ަ是55岁ԕк临退休人群的储蓄率相比䘉个标准ӽ然偏վǄ 

                                                             
15
ഭ䱵退休储备标准出自 Fidelity Investment ˄富䗮投资䳶团˅于 2012ᒤ发ᐳ的 New Retirement Savings 

Guidelines，䈖㿱䱴录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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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3. 基于您退休后期望ф谁住在一起以及期望住在哪䠂，到目前Ѱ↘您大约存了多少钱，以确保您能

够住在您期待的地方？ 

图 6-3：为实现退休计划而进行的存款准备 

Ӿമ 6-3ਟԕ看出，半数ਇ䇯者的储蓄н足个人ᒤ收入的 4倍ǄӾ表 6-1ਟԕ发⧠，中

ഭ居民储蓄水ᒣ16在各ᒤ龄段之间相对ᒣ均，18-39 岁居民的储蓄水ᒣ高于ഭ外਼ᒤ龄段人

群，而 40岁ԕк居民储蓄水ᒣ则վ于ഭ外਼ᒤ龄段人群，尤ަ是ഭ内 55岁ԕк居民˄临退

休居民˅的储蓄水ᒣ仅䗮到ഭ䱵退休储备标准的一半ᐖ右Ǆ 

表 6-1 中国居民退休储蓄水平与国际比较 

ᒤ龄段 ഭ内˄䗮到ᡁ个人收入的 X倍  ˅ ഭ䱵˄䗮到ᡁ个人收入的 X倍  ˅

18-34 2.27倍 1倍 

35-39 2.45倍 2倍 

40-49 3.32倍 4倍 

50-54 3.84倍 5倍 

55-66 4.3倍 8倍 

67৺ԕк 4.9倍  

目前ᡁഭ的老ᒤ人ޫ老金ਟ能的来源ᴹ四种˖ԕᡯޫ老，ԕ存款ޫ老，ԕ子女ޫ老，ԕ

৺ԕޫ老金о退休金ޫ老Ǆԕᡯޫ老尚处于试点阶段，并ᵚ全面推行˗由于人ਓ数䟿䗷多ǃ

人ਓᒤ龄结构失调导㠤子女生活力大，靠子女ޫ老困难˗ޫ 老金的收支ᒣ衡存在较大力，

之ޫ老金并轨等改革，ᵚ来给付力巨大Ǆ因↔，靠自ᐡ的储蓄ޫ老自然就ᡀѪ很多老ᒤ࣐

人除社Պ保䲙ޫ老金或退休金外的ѫ要䘹择Ǆ 

                                                             
16

 ↔处储蓄水ᒣ用个人ᒤ收入的倍数来衡䟿，是一个相对数，н是绝对金额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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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对延䘏退休᭯策的看法 

总体来看，对延迟退休政策持反对意见的受访者多于赞成者，但支持者和৽对者存在明
显的ᒤ龄差异Ǆ 

 

CH4.您在多大程度р赞同或反对中国未来引入“延迟退休”政策？ 

图 6-4：受访者对“延迟退休”政策的态度 

ਇ䇯者Პ遍认਼延迟退休会造成工作岗位的挤占，增加就业难度᱄而对↔问题最Ѫޣ注
的人群ѫ要࠶ᐳ在 20-35 岁Ǆ在ᡁഭ劳ࣘ力总数䙀ᒤ递增的背Ჟл，延䘏退休ᡰ带来的ᐕ

作岗սᥔ占问题将Պᰕ益凸显，࣐кᡁഭ劳ࣘ力ᐲ场供给总䟿大于总需求，劳ࣘ力供给䗷剩

ᡰ带来的就业难度Պ引发较ѕ䟽的失业问题，ᡰԕ延䘏退休᭯策的推行必须谨慎。 

Ӿਇ䇯者职业来看，高职位人群᷉ 尤其政府机关及事业单位的高职位人群 普᷊遍比较支
持延迟退休，而低职位人群则认为延迟退休有失公平᱄延䘏退休᭯策的推行意味着人们领ਆ
ޫ老金的ᒤ龄ҏ在推䘏，人们需要ᐕ作更多的ᒤ限而ӛਇޫ老金的时间ত䲿之߿少，䘉ҏ就

带来了网民ᡰ指的“先解决ޫ老制度ޜᒣ问题，再谈延䘏退休ᒤ龄”之说Ǆ 

另外，ᡁ们ҏ对ਇ䇯者愿意接ਇ的延䘏退休ᒤ数䘋行了调查，发⧠大部࠶ਇ䇯者н愿意

接ਇ 5ᒤԕк的延䘏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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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5.如果ć延迟退休Ĉ政策↙式实施，您可以接法定退休ᒪ龄延长多长时间？ 

图6-5：接受᱑延迟退休᱒的年㻿 

如മ6-5ᡰ示，三分之一的人群接受最多2年的延迟，另三分之一的人接受3-5年的延迟，
但สᵜкн能接ਇ5ᒤԕк的延䘏，䘈ᴹй࠶之一的人群н接ਇ任何延䘏Ǆ 

人力资源和社Պ保障部的部长尹蔚民ǃ副部长胡晓ѹ在十Ҽ届全ഭ人大й⅑Պ䇞记者Պ

к回答记者的提问时䘿露，渐䘋式延䘏退休方案ҹਆਾᒤ↓式推出，方案推出㠣少5ᒤਾ，

再渐䘋式实施，⇿ᒤ只Պ延长几个ᴸǄ䘉种渐䘋式的实施方式ҏ更容易获得ഭ民的理解о支

持Ǆ 

6.3 对长期ᣔ理的需求 

中ഭ老ᒤ学学Պ的信显示˖截→到2010ᒤ，ᡁഭ完全失能的老ᒤ人ਓ数䟿ᐢ㓿䗮到

1084.3万，部࠶失能老人1200多万，失能老人总数ᐢ㓿高䗮3300万Ǆᴹ研究预计，到2015ᒤ

ᡁഭ完全失能老人将䗮到1240万人，失能老人的总数将䗮到4000万人，䘉使得老ᒤ人н得н

面对将来需要长期ᣔ理的ਟ能Ǆ 

1) 大部分受访者认识到长期护理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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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6.考虑到您自ᐧ的健康和身体状况，从您退休的第一天开始就需要长期护理的可能性ᴿ多大？ 

图 6-6：受访者对接受长期护理的认知程度 

如മ6-6ᡰ示，超过一半受访者意识到日后可能会有对长期护理的需求，说明中ഭ居民
ᐢ㓿ާᴹ需要长期ᣔ理的意识和㿲念Ǆ但目前中ഭ社४ᣔ理模式和机构ᣔ理模式尚ᵚ大范围

推广，家庭ᣔ理ӽ是长期ᣔ理的ѫ要方式Ǆ 

2) 近一半受访者认为子女工作太忙是获得长期护理的主要障碍 

 

CH7.退休后接长期护理的ѱ要障碍是什么或可能是什么δ如ᴿε？ 

图6-7：受访者对获得长期护理的顾虑 

如മ6-7ᡰ示，ᖃ前中ഭ家庭结构导㠤子女在照顾老人时力нӾ心，ਇ䇯者对长期ᣔ理

的最大顾虑是，子女由于工作原因无法提供护理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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ᡁഭ老ᒤ人ᣔ理的Ր统模式一直是ԕ家庭ᣔ理Ѫѫ，老ᒤ人居տ在自ᐡ家中，由家庭ᡀ

员对老ᒤ人担㓿济ǃ生活和心理支持的全部䍓任Ǆส于ᡁഭ的Ր统伦理道德和人们的Ր统

ޫ老㿲念，䘉种模式一直是ᡁഭ老ᒤ人长期ᣔ理的สᵜ模式Ǆ然而，䲿着㓿济的发展和社Պ

的䘋↕ԕ৺计划生育ഭ策的实施，居տ方式ԕ৺家庭结构的ਈॆ使得Ր统的家庭ޫ老模式ਇ

到了极大挑战Ǆ家庭结构小型ॆǃĀ4-2-1ā的倒й角格局，使空巢老人家庭比例н断攀升，

老ᒤ人䎺来䎺难ԕ得到足够舒适的照料，家庭在提供老ᒤ人长期ᣔ理服࣑方面的作用在ᰕ益

弱ॆǄ 

3) 大部分受访者愿意接受长期护理类保险产品 

 

CH8.如果ᴿ一种保险产品可以提供长期护理服ࣗ或退休后所需的经济补偿，您会考虑购买吗？ 

图6-8：受访者对长期护理保险产品的认知 

如മ6-8ᡰ示，大部࠶ਇ䇯者表示愿意购买长期ᣔ理类保䲙ӗ品，䘉ҏӾ侧面৽映了ਇ

䇯者对ᰕਾ需要长期ᣔ理的ᕪ烈预期Ǆ 

目前，建ഭਾĀ婴儿潮ā时期出生的Ā50ਾā↓䗸入老ᒤ期的门槛Ǆ䘉一ԓ人中，相ᖃ

一部࠶属于⤜生子女家庭Ǆ䘉就⎹৺自к个世纪90ᒤԓԕ来社Պк一直热䇞的Ā一对ཛ妇，

к面ᴹ4个老人，л面ᴹ1-2个儿女ā的赡ޫ窘境Ǆ尤ަ是如果老人的ᰕ常生活完全н能自理，

子女是很难担生活照料䟽任的Ǆ䘉ṧ的状况大概Պ在Ӻਾ5㠣10ᒤ间ᡀѪ一种社Պ常态Ǆ 

ᴹޣ研究䘈表明，中ഭ城ᐲ老ᒤ人“空巢家庭”比例ᐢ䗮49.7%，࣐к子女ᵜ身ᐕ作力

和生活力н断增࣐，要Ѫ完全失能的老人提供家庭照料，必然使一个家庭ᡰᴹᡀ员都陷入

困境Ǆ 

在䘉一背Ჟл，使得人们对购买长期ᣔ理保䲙出⧠了较ᕪ烈的ޤ趣和意愿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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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大部分受访者愿意付出每年收入的0.5-1.5%购买长期护理保险产品 

    如മ6-9ᡰ示，8ᡀ的ਇ䇯者愿意付出⇿ᒤ收入的0.5-1.5%来购买长期ᣔ理保䲙ӗ品，䘉

对相ޣ保䲙ӗ品的䇮计和定ԧᴹ一定的参考意ѹ    

 

CH9.考虑您自ᐧ的情况，您认Ѱ您能够Ѱ购买䘏样一种保险产品支付多少钱？ 

图6-9：受访者对长期护理保险产品的支付意愿 

ᴹޣ研究表明，完全失能老人的生存期大㓖在30到36个ᴸ，老人完全失能的ᒣ均ᒤ龄大

㓖在80岁ᐖ右Ǆᡁ们ਟԕ参照䘉є个数据，对ᵚ来长期ᣔ理保䲙的需求䘋行一个粗略计算，

假䇮⇿个老人⇿ᴸ用于生活照ᣔ的费用˄н包括Չ食费和५疗费˅Ѫ5,000元，30到36个ᴸ

就是15万到18万元Ǆ如果在40岁时参࣐了长期ᣔ理保䲙，交费40,000元，ԕ5%的复利计算，

到79岁时ਟԕ䘎ᵜ带〟累到268,192元 如̠果在50岁时交60,000元，到79岁时ਟԕ䘎ᵜ带

〟累到246,876元˗如果在60岁时交100,000元，到79岁时ਟԕ䘎ᵜ带〟累到252,690元˗如

果在70岁时交160,000元，到79岁时ਟԕ䘎ᵜ带〟累到248,208元Ǆ按照ԕк计算，〟累的

资金均足够支付长期照料的费用Ǆᖃ然，䘉䟼没ᴹ考虑物ԧк涨的因素，ҏ没ᴹ考虑相ޣ的

㓿营ᡀᵜǄ但粗略的࠶析ӽ说明，无论是Ӿ保䲙机构㓿营的角度来看，䘈是Ӿ⎸费者个人䘹

择的角度来看，发展长期ᣔ理保䲙的㓿济ਟ行性都是较ѪҀ㿲的Ǆ 

ᡁ们的调查显示，大部࠶ਇ䇯者愿意把自ᐡᒤ收入的0.5-1.5 %拿出来购买↔类保䲙Ǆ因

↔，ᒤ薪20万的人，他的支付意愿如果按ᒤ薪的1.5%计算是⇿ᒤ3,000元Ǆ如果Ӿ40岁开始

⇿ᒤ支付3000元购买长期ᣔ理保䲙，缴费20ᒤ，到60岁时ণਟ累〟到99000元ᐖ右Ǆṩ据前

面的࠶析，䘉一累〟规模大体ਟԕ满足ᵚ来出⧠长期ᣔ理时费用的支出Ǆ 

5) 部分受访者对购买长期护理产品心存顾虑 

总的来说，人们对↔类保䲙的购买意愿是ᕪ烈的，但ҏ存ᴹ一定顾虑，ѫ要包括费用䗷

高ǃ子女ਟԕ提供长期ᣔ理等方面的考虑Ǆ 

如മ6-10ᡰ示，大部分受访者担心保险产品的费用过高，难以支付᱄䘈ᴹ部࠶ਇ䇯者认
Ѫਟԕ⤜立照顾自ᐡ，或者得到子女的照ᣔǄ↔外，保䲙㿲念нᕪǃу业ᣔ理人员数䟿ᴹ限

等ҏ是阻碍长期ᣔ理保䲙发展的因素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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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10.您Ѱ什么у会考虑购买䘏种产品？ 

图6-10：受访者对购买长期护理保险产品及服务的顾虑 

总之，ᡁഭ老ᒤ人Āޫ儿防老ā的Ր统ޫ老㿲念䘈占据ѫ导地ս，对社Պॆǃ商业ॆ的

ޫ老保障和服࣑体系的认识䘈н够，购买长期ᣔ理保䲙的ࣘ力依然缺ѿǄ↔外，࣐кᡁഭഭ

民对保䲙的认知䘈н够，Ґ惯于靠自身的储蓄来ᓄ对ᵚ来的ޫ老和疾病等风䲙，并ф䘈容易

վ估高龄ਾਟ能需要接ਇ长期ᣔ理的风䲙Ǆ因↔，发展长期ᣔ理保䲙任䟽而道䘌，需要᭯府ǃ

社Պǃ商业保䲙机构的਼ࣚޡ力，਼ޡ打䙐适ਸ长期ᣔ理保䲙发展的生态圈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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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建议 

7.1 ᭯府ਟ做出的改善 

1. 完善多层⅑ޫ老保障体系，降վสᵜޫ老保䲙费率Ǆᡁഭสᵜޫ老保䲙费率䘌䘌高

于很多发䗮ഭ家，䘉很大程度к削弱了企业和职ᐕ的缴费能力，ᥔ占了企业ᒤ金ᐲ场的发展

空间Ǆ因↔，建䇞完善多层⅑ޫ老保障体系，ॿ调สᵜޫ老保䲙费率和企业ᒤ金缴费之间的

比例ޣ系，提高企业ᒤ金作Ѫ第Ҽ支柱的保障作用Ǆ通䗷䙀↕降վสᵜޫ老保䲙费率，߿轻

中小企业৺ަ职ᐕ的缴费负担，਼ 时释᭮出一部࠶资金，增࣐企业和职ᐕ的企业ᒤ金缴费能

力和缴费意愿，Ѫ企业ᒤ金ᐲ场发展提供更多的空间Ǆ 

2. ᭯府需要继续ඊ持完善社Պޫ老保䲙制度体系建䇮，䙀↕㕙小由“ৼ轨制”等制度因
素带来的企һ业单սǃ城ґ间的䗷大差距Ǆ਼时，需要䘋一↕提高全ഭ范围内尤ަ是㓿济相

对落ਾ地४社Պ保䲙的Პ৺率，充࠶考虑社Պޜᒣǃԓ䱵ޜᒣ因素Ǆ 

    3. 通䗷㓿济手段激励企业ǃ居民做好退休准备ǄѪ了促䘋企业ᒤ金ǃ职业ᒤ金等制度

的Პ৺о发展，自 2014ᒤ 1ᴸ 1ᰕ䎧，ᡁഭᐢ㓿开始实施企业ᒤ金个人ᡰ得税递延纳税᭯

策，类似的稅惠᭯策ਟԕ推行到ަ他商业性退休储蓄或理䍒ӗ品中，ԕ提高企业ǃ居民的参

о度Ǆ 

4. ᭯府需要䘋一↕明确自身职䍓，充࠶发ᥕ服࣑型᭯府的职能Ǆ一方面，᭯府ᓄᖃ৺

时向ޜՇ发ᐳᴹ᭯ޣ策的调整ԕ提高行᭯䘿明度，并ф向居民提供相ޣ信的咨询服࣑ 另̠

一方面，᭯府ҏ需要对ᴹޣส金ǃ理䍒ӗ品ᐲ场࣐ԕ必要监管，Ӿ而维ᣔᐲ场秩序，维ᣔ居

民ǃ企业ǃ金融机构的ਸ法权益Ǆ 

7.2 䳷ѫਟ做出的改善 

1. 〟极探索建立䳷ѫо员ᐕ਼ޡ缴费的企业ᒤ金制度Ǆਇ䇯者对䳷ѫ提供完善科学的

员ᐕޫ老金计划等退休ޫ老福利抱ᴹ期待，并愿意Ѫ↔削߿ণ期收入和福利，因↔企业ᒤ金

制度ާᴹਟ行性Ǆ而ф，䲿着ǉ企业ᒤ金ส金管理方法Ǌ的出ਠ，企业ᒤ金投资道䘋一↕

᭮宽，预计ᵚ来企业ᒤ金的收益率Պ稳↕增长Ǆ 

2. о商业保䲙ޜਨਸ作，建立䳶㓿济保障ǃ退休理䍒规划建䇞和管理服࣑Ѫ一体的退

休保障计划ǄӾ调研结果看，相ᖃ多的ਇ䇯者缺ѿสᵜ的䍒࣑知识和理䍒能力，䘉限制了他

们 䘋行退休理䍒规划和购买商业保䲙等非Ր统理䍒ᐕާ的能力˗фਇ䇯者Პ遍认Ѫ䳷ѫѪ

ᑞࣙ 员ᐕ做好退休准备而䘋行的䍒࣑ษ䇝䘌䘌н够，而ф䳷ѫ很多时候并нާᴹ提供退休

ޫ老计 划相ޣ的䍒࣑知识ษ䇝和信的能力Ǆ因↔䳷ѫਟԕ充࠶利用о商业保䲙ޜਨ等у

业理䍒机 构的ਸ作Ո势，н仅ᵚ䳷员提供一定的㓿济保障，ҏ਼时提供у业的ǃᴹ针对性

的退休理䍒 规划建䇞和管理服࣑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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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金融机构在ӗ品о服࣑方面ਟ做出的改善 

金融机构ਟԕ发ᥕ大数据时ԓ的Ո势，发掘针对н਼地४ǃн਼ᒤ龄段居民的潜在需求，

ᴹ针对性地开发ǃ推广更䍤䘁居民需求的ӗ品和服࣑Ǆ例如，针对调查中用户৽映的，希望

提供简单易懂ǃ易于管理的保䲙ǃ理䍒ӗ品，又或者针对女性抗风䲙能力差的特点，ਟԕ推

出定制ॆ的服࣑Ǆ 

ᡁ们对保䲙ޜਨ的建䇞是，要促䘋居民对保䲙ӗ品的购买，ਟԕӾє方面出发˖ 

一是唤䎧居民ޫ老的危机意识，激发居民的对商业ޫ老保䲙的需求Ǆਟԕ通䗷广泛ǃᴹ

效的ᇓՐ，唤䎧ޫ老危机意识，Ӿ而，一方面改ਈ居民的Ր统㿲念，䇙人们了解保䲙࠶担风

䲙的作用˗另一方面䇙居民认识到退休问题的ѕ䟽性ǃ紧迫性，特别是Ր统的储蓄ǃ᭯府ޫ

老保䲙等ޫ老方式䎺来䎺难ԕ满足居民的ޫ老需求Ǆ 

Ҽ是开发ǃ䇮计出更能满足居民需求的保䲙ӗ品和服࣑Ǆ对ӗ品的䇮计，ᓄ着䟽关注居

民对于金融产品的购买意愿、偏好˖ 

1. 对金融ӗ品࣏能的偏好 ·нਇ通䍗膨胀影响 

·担长期ᣔ理费用 

·退休ਾ㓸身收入 

·去世ਾ配偶继续ਇ益 

2. 简单易懂оᆹ全性 ·简单易懂 

·实䱵的ᆹ全性 

·ᇒ户ѫ㿲感ਇ的ᆹ全性 

3. 面向女性 ·女性更看䟽储蓄 

·女性抗风䲙能力差 

4. 长期ᣔ理ӗ品 ·抓大᭮小 

·保费н宜䗷高 

5. о企业ਸ作的ޫ老金计划 ·企业ਟ增ᕪ员ᐕ忠诚度 

·职ᐕ对ᒤ薪缴费比例н敏感，ਟ增࣐保费 

6. 领ਆ形式 ·半数ਇ䇯者倾向于定期领ਆ，而非一⅑性 

·  65岁ԕк人群н愿意将一⅑性领ਆ的付款䟽ᯠ投入到延税

投资ᐕާ 

7.4 居民自身ᓄ做出的ࣚ力 

1. 居民ᓄ更࣐充࠶地认识到自身的ޫ老䍓任，特别是在᭯府ǃ企业ǃ个人й方࠶担ޫ

老中个人ᓄ尽䍓任的比例，而н是仅仅停留在“й方࠶担ޫ老”认知水ᒣǄ否则，很ᴹਟ能在
退休时发⧠个人准备н足Ǆ 

2. 建立完善综ਸ的ޫ老准备计划，做好ᓄ急准备Ǆ居民要改ਈՐ统的ԕ银行存款Ѫѫ

体的单一ޫ老储蓄方式，形ᡀ包括企业ޫ老计划ǃ个人商业投资理䍒ӗ品ǃޫ老保䲙等在内

的多层⅑的ޫ老保䲙计划，ެ顾收益和ᆹ全性Ǆ另外，鉴于存在突发情况的ਟ能，居民䘈ᓄ

准备一定的ᓄ对方案，例如нࣘӗǃ保䲙等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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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䱺录 

8.1统计࠶析方法说明 

1) 预期水ᒣ的定ѹ 

Ѫ了衡䟿ਇ䇯者对中ഭ㓿济的总体预期，ᡁ们引入了“预期水ᒣ”概念，并在多处使用了
类似概念˄如赞ᡀ水ᒣ等 Ǆ˅对于只ᴹ恶ॆǃ保持нਈ和好转й个䘹项的单䘹题，预期水ᒣ=

䘹择“好转”的比例-䘹择“恶ॆ”的比例Ǆ 

ᡁ们认Ѫਇ䇯者对中ഭ㓿济的总体信心是由⇿一个ਇ䇯者的信心࣐总ᒣ均得来，਼ 时给

恶ॆ赋值Ѫ-1，保持нਈ赋值Ѫ 0，好转赋值Ѫ 1Ǆ如果⇿一个ਇ䇯者都认Ѫ中ഭ㓿济将好

转，那Ѹ社Պ的总体信心就䗮到最大值 1Ǆ⧠假䇮䘹择恶ॆǃ保持нਈ和好转的比例࠶别Ѫ

x,y,z，则很显然社Պ总体的信心值Ѫ x×(-1)+y×0+z×1=z-x，ᚠ好就是ᡁ们前面定ѹ的预期水

ᒣǄ因↔ᡁ们定ѹ的预期水ᒣਟԕ真实৽映ਇ䇯者总体预期Ǆ 

2) 多元排序䘹择模型——Ordered Probit Mode 

Ր统的线性回ᖂ只适用于影响因素研究对象Ѫ䘎续ਈ䟿的情况，而在ᵜ文中，影响因素

研究对象多Ѫ离散ਈ䟿，因而需要使用多元离散䘹择模型Ǆ而ф由于离散ਈ䟿的ਆ值大小ާ

ᴹ实䱵意ѹ，因而使用了 O-Probit多元排序䘹择模型来䘋行回ᖂǄ 

3) 退休准备指数计算方法 

Ѫ了直㿲地᧿述居民的退休准备程度，਼ 方全球人寿定ѹ了退休准备指数Ǆ将退休准备

方面й个态度层面的问题ԕ৺й个行ࣘ层面的问题˄Q28ǃQ29ǃQ30ǃQ31ǃQ32ǃQ34)作

Ѫ自ਈ䟿，将居民ѪӺਾ退休采ਆ的储蓄方式作Ѫ指数因ਈ䟿˄Q35)，计算退休准备指数Ǆ

首先将⇿个问题的䘹项由准备н充࠶到充࠶䘋行打࠶，࠶值࠶别Ѫ 0ǃ2.5ǃ5ǃ7.5ǃ10，然

ਾ将自ਈ䟿问题о因ਈ䟿问题得࠶的相ޣ系数作Ѫ权䟽对⇿个问题的ᒣ均得࠶䘋行࣐权，最

㓸得到居民退休准备指数Ǆ 

ṩ据中ഭ४ 2000份问卷，ᡁ们计算ޝ个问题的相ᓄ权䟽如л表ᡰ示˖ 

表 8-1：退休准备指数计算权重 

变量 Q28 退休
责任意识 

Q29 财务规
划认知水平 

Q30 财务问
题理解能力 

Q31退休计
划完善度 

Q32退休储
蓄充分度 

Q34 取得期望
收入的信心 

权重 8.0% 17.9% 15.3% 23.3% 24.7% 10.9% 

退休准备指数=退休䍓任意识×8.0%+ 䍒࣑规划认知水ᒣ×17.9%+䍒࣑问题理解能力

×15.3%+退休计划完善度×23.3%+退休储蓄充࠶度×24.7%+ਆ得期望收入的信心×10.9% 

需要注意的是，个人退休准备指数只需对䘉ޝ个问题的ާ体࠶数䘋行࣐权，而城ᐲ退休

准备指数则需先对⇿一个问题的࠶数求ᒣ均值，再䘋行࣐权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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ԕेӜᐲѪ例，ेӜᐲޝ个自ਈ䟿问题 Q28ǃQ29ǃQ30ǃQ31ǃQ32ǃQ34依⅑ᒣ均得

Ѫ࠶ 7.63ǃ7.83ǃ7.43ǃ6.36ǃ5.98ǃ5.37 

ṩ据к述计算ޜ式˖ेӜᐲ退休准备指数等于˖ 

7.63×8.0%+7.83×17.9%+7.43×15.3%+6.36×23.3%+5.98×24.7%+5.37×10.9%=6.69 

退休准备指数结ਸ了й个态度层面问题和й个行ࣘ层面问题的回答，适ᖃ调整࣐权ਾ得

到了一个衡䟿总体退休准备水ᒣ的指数，是对居民退休准备程度的ਸ理估计Ǆ在ᡰ赋权䟽中，

“退休计划完善度”和“退休储蓄充࠶度”的权䟽明显高于ަ他问题，更偏向于衡䟿居民退休准
备的实䱵行ࣘǄ 

4) ഭ䱵退休储备标准

富䗮投资˄ Fidelity Investments 䳶˅团在 2012ᒤ发ᐳ的 New Retirement Savings Guidelines

中，ӻ绍了一྇简单ਟ行的退休储蓄指导法则，ԕᑞࣙ投资者确定自ᐡ是否ᐢ㓿踏к退休计

划的轨道Ǆ他们认Ѫ˖大部࠶投资者㠣少ᓄ䈕拥ᴹަ临退休前薪水 8倍的储蓄，才能满足ަ

退休ਾ的各项生活开销Ǆ 

8倍的标准是富䗮䳶团一系列假䇮完ᡀ的测算，富䗮䳶团在ᣕ告中假䇮˖ 

• 假䇮↔人Ӿ 25岁开始启ࣘަ职场退休计划Ǆ

• 䘉个计划假䇮↔人Պ一直ᐕ作到 67岁，而ф在↔期间Պ一直执行䘉个储蓄计划Ǆ

• 预计↔人能活到 92岁Ǆ

• ⇿ᒤՊ把薪水的 6％存入䈕退休计划Ǆ

• ަ⇿ᒤ存入的资金将Պԕ 1%的ᒤ增䙏增࣐，直㠣䗮到 12%的增䙏Ǆ

• 假䇮ަᐕ资ᒣ均⇿ᒤ增࣐ 1.5％˄排除通胀因素 Ǆ˅

• 假䇮↔人一直在ᐕ作，而ф䈕储蓄计划ҏӾᵚ中断Ǆ

ԕި型员ᐕ莉莉Ѫ例，莉莉于 25 岁开始储蓄，67 岁退休，92 岁去世Ǆ莉莉ᐕ资Ӿ 25

岁时ᒤ薪 40000美元к涨㠣退休时的 73640美元，25岁时，她储蓄 6%的ᐕ资到退休准备计

划中，之ਾ存入资金ԕ 1%增䙏增࣐，直㠣䗮到 12%的增䙏Ǆ她收到ޜਨ的 3%ᐕ资的配额

投资，储蓄ԕ 5.5%的投资利率˄3.2%的实䱵利率࣐к 2.3%的通䍗膨胀率˅䘋行投资Ǆᖃ莉

莉 67 岁退休时，她需要花费退休前一ᒤ税ਾ收入的 85%，并ф⇿ᴸਟԕ领ਆ 1918 美元的

社Պ保䲙金Ǆ那Ѹ䘉ṧ一个ި型职ᐕ，需要在 67岁时拥ᴹ 577000美元的储蓄，或者㠣少退

休前ᒤ收入的ޛ倍，才能差н多担䎧退休ਾ⇿ᒤ 51636 美元的花销˄ส于 85%收入ᴯԓ

率৺完ᡀ纳税ѹ࣑等假䇮˅ 

而ส于实⧠临退休前ᐕ资 8倍的退休储蓄䘉一目标，富䗮䳶团明确指出⇿个人的情况各

н相਼Ǆ如果要拿出一྇通用的退休计划，䘉个计划就必须能适用于大多数人Ǆ富䗮䳶团提

出的标准如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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ᒤ龄 储蓄目标˄储蓄占ᖃ时薪水的比例˅ 

30 1/2 

35 1 

40 2 

45 3 

50 4 

55 5 

60 6 

65 7 

6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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