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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友邦保险联合中国社会科
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等发布《2021
大中城市中产人群养老风险蓝皮书》
（以下简称“《蓝皮书》”），聚焦国内大
中城市养老现状，对国民退休及养老
生活进行了风险研判。

养老财富储备缺口较大
七成受访者尚未制定养老规划

本次《蓝皮书》调研覆盖北京、上
海 、深圳 、广州、苏州、成都、南京、佛
山、武汉、石家庄十个城市，抽样调查
了5000多个年收入 10万元以上的城
镇居民样本，特别关注受访者的现有
养老保障、财富储备情况，未来面临的
各项养老风险以及他们对养老的认知
与行动情况。

经过调研，《蓝皮书》总结了受访
者养老风险隐患与发展机遇并存的现
状，首先，其对老龄化冲击意识有限，
未能充分理解社会化养老方式。受访
者中预期在退休后由子女照护的比例
有 30.8%，选择依靠自己和配偶的有
40.6%。这说明虽然人们已认识到了
现代社会“养儿防老”的局限性，但面
对日益加剧的老龄化冲击，仍未充分
意识到专业化和社会化养老服务的重
要性。

其次，养老财富储备缺口较大，养
老资金未有效规划。社保占据养老金
收入的主要来源，二支柱企业（职业）
年金和三支柱商业保险参与率均不
足 20%，导致养老金的总体替代率相
对较低。

同时，受访者普遍有健康风险意

识，但有效行动转化不足—90%以上
的受访者对于健康保障支出的意愿强
烈，但个人投保商业健康保险的比例
并不高，有 53.2%受访者未购买任何
形式的商业健康保险。

此外，未备先老形势严峻，全方位
养老规划迫在眉睫；个人养老规划制
定和实施难；由于缺乏相关知识储备
或必要的行动力，相当大比例受访者
并没有制定自己的养老规划。调查显
示，七成受访者尚未制定自己的养老
规划，能力和惰性限制了人们的行为
能力。

养老金储备三支柱发展不平衡
中国家庭未来养老需求凸显

针对上述问题，《蓝皮书》引入
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验，揭
示了养老财富储备、健康保障和养老
规划认知三大类风险，向社会大众发
出了一次养老风险预警。

据社科院测算数据显示，若希望
未来养老金替代率（即劳动者退休时
的养老金领取水平与退休前工资收入
水平之间的比率）达到50%以上，样本
城市平均收入个体的养老金风险指数
为≥21.01%，这说明从养老金收入角度
分析，这些城市中产以上人群有21%
的收入缺口。如果将个人的金融资产
和房产也纳入养老规划，风险指数将
有所下降，但这仅为最理想状态，未考
虑个人资产贬值或挪作他用的情况。

《蓝皮书》指出，除养老财富保障
以外，受访者对退休后的医疗保健和
护理服务需求也有较高期望，但目前

的健康支出和参保投入水平离保障目
标仍有较大差距。参与国家医疗保障
的受访者占比为 98.9%，但商业健康
保险的普及率并不高。

调研显示，受访者中仅有 5.5%、
7.4%、8.0%的人分别参加了健康意外
险、重大疾病险、长期护理险，20.8%的
受访者购买了互联网性质的相互保，
22.9%的受访者购买了政府惠民保，但
仍有高达53.2%的受访者未购买任何
形式的商业健康保险。这意味着，当
基本保险满足不了重病、慢性病的长
期支出时，国民的健康保障将受到很
大威胁。

《蓝皮书》指出，在养老财富储备、
健康保障、养老规划认知三类风险叠
加的情况下，中国家庭未来的养老需
求凸显：一是更加充分的退休金收入
支持，二是医养结合，居家、社区、机构
三方协同互补的养老服务。

从供给方面来看，养老金储备三支
柱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健康保障和社会
化养老服务供给明显不足，机构、社区
养老条件有限，医养结合在各细分领域
仍有广泛的供给缺口和错配，不同客群
所需的个性化服务也尚待开发。

《蓝皮书》调查显示，75.1%的受访
者大多数时间有定期理财偏好，但仍
以银行存款为主，约占 32.3%。健康
保障方面，在购买商业健康险的受访
者中，自报保额在 10 万元以下的占
63.4%。《蓝皮书》建议，人们一方面需
要加大参与养老保险和商业健康险的
力度，实现多元化保障，另一方面需要
更早开始学习，养成良好的储蓄和投
资理财习惯，未雨绸缪。 （丁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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