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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动态 

国务院｜加强金融对养老等消费领域的支持 

7 月 31 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恢复和扩

大消费的措施》，提出加强金融对消费领域的支持。引导金融机构按

市场化方式，加大对养老托育等的综合金融支持力度。更注重以真实

消费行为为基础，加强消费信贷用途和流向监管，推动合理增加消费

信贷。在加强征信体系建设的基础上，合理优化小额消费信贷和信用

卡利率、还款期限、授信额度。（中国政府网） 

财政部等｜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基本养老服务提升 

7 月 26 日，财政部和民政部联合发布《关于下达 2023 年中央专

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项目资金预算

的通知》。根据资金分配表显示，2023 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

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项目本次下达金额为 11 亿元人民

币，对 31 个省市的 56 个市区进行分配。其中，获得资金最多的前三

个省市为江苏省、河北省和黑龙江省，获得资金分别为 7394 万元、

7179 万元、6248 万元。（财政部官网） 

商务部等｜改善老年消费条件，建设便民生活圈 

7 月 12 日，商务部办公厅、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等 13 部门办

公厅（室）关于印发《全面推进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三年行动

计划（2023-2025）》的通知，提出鼓励按照适老化标准建设改造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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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养老服务设施，支持养老机构利用配套设施提供社区养老服务。探

索发展社区食堂，建立老年人助餐服务网络。鼓励建立社区护理站，

为行动不便的失能、残疾、高龄、长期患病老年人提供上门医疗护理

服务。（商务部官网） 

民政部｜公布新版养老机构等级划分标准 

7 月 10 日，民政部社会福利中心、全国社会福利服务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联合发布了《〈养老机构等级划分与评定〉国家标准实施指

南（2023 版）》，新版指南与 2020 年发布的评定标准实施指南相比，

在整体保持一致的前提下，删除了一些可操作性不强以及非养老机构

必备的条件。在财务管理方面，将“建立老年人押金管理制度并予以

执行”、“建立捐赠资金管理制度，并按捐赠方意愿和相关规定使用

受赠资金”、“政府补贴经费单独建账，账目清晰”等列为评定项目。

（民政部官网） 

 

养老金金融 

人社部｜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为 10.57 亿 

7 月 21 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养老保

险全国统筹扎实推进，上半年调剂资金 1630 亿元。城镇职工基本养

老金待遇调整工作稳妥实施。截至 6 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

数为 10.57 亿，社保基金累计结余 7.95 万亿元，社保卡持卡人数达

13.74 亿人，同比均有所增加。（中国证券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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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完善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 

7 月 12 日，河南省人民政府提出将进一步健全社会保障制度。

深入实施全民参保攻坚行动，落实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制

度，开展小型、微型、新业态企业参保专项行动，建立新就业形态群

体参保缴费促进引导机制，推进基本养老保险由制度全覆盖到法定人

群全覆盖。完善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实施企业年金高质量

发展行动、职业年金全覆盖工程，推动郑州市个人养老金制度建设先

行先试。（河南省政府官网） 

宁夏｜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上涨 3.8% 

7 月 7 日，宁夏回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与宁夏回族自

治区财政厅联合印发《关于 2023 年调整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通知》，

决定从 2023 年 1 月 1 日起调整全区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基

本养老金，总体调整水平为 2022 年退休人员月人均基本养老金的

3.8%，人员范围为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前已按规定办理退休手续

并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的人员，调整分为定额调整、挂钩调整、适当

倾斜三部分，其中，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每人每月增加 60

元。（宁夏回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官网） 

个人养老金｜金融产品总量已达 674 款 

7 月 25 日，自 2022 年 11 月 25 日起，个人养老金制度正式启动

实施已满 8 个月。根据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等公开信息统计，

个人养老金产品总量已达 674 款，涵盖储蓄类产品 465 款、基金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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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只、保险产品 39 款以及银行理财产品 18 款。（央广网） 

 

养老服务金融 

民政部｜持续整治养老服务领域非法集资隐患 

7 月 17 日，民政部在 2023 年第二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将聚焦整治养老服务领域非法集资的突出风险隐患，研究出台预付费

监管政策，加强资金收取、使用、管理的全链条监管。同时，指导各

级民政部门始终坚持完善制度、健全机制、强化宣传、持续打击四管

齐下，持续做好防范化解非法集资风险工作，切实维护好老年人合法

权益，守护好老年人的钱袋子。（央视新闻） 

山东｜发布老年人防诈骗攻略 

7 月 4 日，山东省消费者协会联合烟台市消费者协会发布了老年

人防诈骗攻略，提醒老年消费者群体护好养老钱。攻略指出，养老骗

局的主要类型有：提供虚假养老服务、投资虚假养老项目、销售虚假

养老产品、虚假宣称以房养老、虚假代办养老保险、开展虚假养老帮

扶、保健品骗局、投资理财骗局、低价旅游骗局、“黄昏恋”骗局、

冒充公检法骗局，建议通过不轻易相信、不轻易泄露个人信息、不贪

图便宜、不要轻易动钱、警惕各种讲座、端正保健理念等预防养老诈

骗。（中国消费网） 

湖南｜长沙开展养老保险宣传活动 



  

6 
 

7 月 20 日，湖南省长沙市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长沙市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合主办了 2023 年长沙金融服务节“幸福晚年 

健康养老”保险宣传进社区活动。本次活动分析长寿时代所面临的养

老挑战与变革，分享商业养老保险的特点和功效，让民众更加全面深

入地了解了当前我国养老领域面临的现状、推出的政策以及应对的措

施，帮助民众强化养老金融理念和养老规划意识，推动保险业不断提

升服务民生保障质效。（红网） 

 

养老产业金融 

上海｜明确加强养老服务财力投入保障 

7 月 12 日，上海提出推进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实施方案，

其中明确加强养老服务财力投入保障。市、区两级财政要将基本养老

服务经费列入预算，并确保稳定投入和增长。落实发展养老服务优惠

扶持政策，通过提供场地、减免租金、运营补贴、“以奖代补”、金

融支持等措施，降低提供基本养老服务机构的运营成本。提升国有经

济对养老服务体系的支持能力，强化国有经济在基本养老服务领域的

有效供给。鼓励和引导企业、社会组织、个人等社会力量依法通过捐

赠、设立慈善基金、志愿服务等方式，为基本养老服务提供支持和帮

助。（上海市政府官网） 

海南｜鼓励社会力量支持养老服务发展 

7 月 1 日，海南省《养老服务条例》正式实施。其中明确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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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资金纳入本级财政预算，

建立与社会养老服务发展需求相适应的财政投入机制；鼓励社会资本

参与设立老年人康养产业投资基金，支持社会力量参与健康管理、康

复、养生等康养产业发展；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大用于社会福利

事业的彩票公益金倾斜力度，按照不低于国家规定的比例用于支持发

展养老服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通过财政补贴或者资本金注入等

方式，支持社会力量开展养老服务。（海南省民政厅） 

江西｜资金支持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7 月 14 日，中共江西省委办公厅、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

了《关于推进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其中提出加强养

老服务体系建设的资金政策保障。将符合条件的养老设施建设项目纳

入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支持范围。用于社会福利事业的彩票公益金中支

持发展养老服务的占比不得低于 55%。落实土地、税费、金融等优惠

扶持政策，鼓励社会力量依法参与提供基本养老服务。加强融资信贷

支持，推动普惠养老专项再贷款试点，鼓励符合条件的养老服务机构

申请“财园信贷通”贷款支持。（江西省政府官网） 

 

观点集萃 

姚余栋｜生命周期与三次人口高峰叠加导致养老财富需求 

7 月 8 日，养老金融 50 人论坛首席经济学家、大成基金副总经

理兼首席经济学家姚余栋在“2023 青岛•中国财富论坛”上表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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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三峰叠加”的人口情况，随着社会老龄化程度加剧，养老是最

大的共同富裕，适应不同年龄阶段的养老需求是财富管理的大势所趋。

从需求端来看，养老是当前财富管理的核心诉求，处于不同层次、不

同生命周期的人，应该得到不同的投顾服务。从财富端来看，要对不

同阶段的老人和未老群体做针对性的产品设计和投顾服务，同时弥补

理财认知的缺口也需要社会各方的共同努力。（财经） 

甘为民｜聚焦养老主业 助推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建设 

7 月 17 日，养老金融 50 人论坛核心成员、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兼 CEO 甘为民接受《每日经济新闻》专访

时表示，过往单纯的养老发展模式难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养老需求，

发展建设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刻不容缓。养老金融机构，特

别是养老保险公司，更应该在这个阶段发挥自身重要作用。聚焦养老

主业，真正做到“做实第一支柱，做多第二支柱，做大第三支柱”，

才能切实解决养老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问题。（每日经济新闻） 

朱俊生｜未来寿险发展重要的主战场是养老 

7 月 7 日，养老金融 50 人论坛特邀成员、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

学院中国保险与养老金研究中心研究负责人朱俊生在“2023 中国保

险业创新与发展论坛”表示，基于中国老龄化、高龄化、少子化的人

口结构变迁和多支柱养老金体系改革取向，以及中国短期储蓄占比特

别高的国情，未来寿险的重要的主战场是养老，并建议从四方面充分

发挥寿险的比较优势：一是发挥保险长期确定性保障优势，促进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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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积累；二是推动年金化领取，发挥保险分散长寿风险独特作用；

三是保险与服务有机结合，为消费者提供综合解决方案；四是完善激

励相容机制，提升长期养老资金投资收益率。（每日经济新闻） 

 

国际视野 

美国｜2023 财年纽约共同退休基金回报率为-4.1% 

7 月 6 日，纽约州共同退休基金（New York State Common 

Retirement Fund）报告称，截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该基金 2023 财

年的投资净回报率为-4.1%，总资产为 2485 亿美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8.7%。在 2023 财年中，该基金表现最好的资产类别是实物资产，净

回报率为14.2%，其次是房地产和现金，净回报率分别为5.7%和2.8%。

表现较差的是美国股票，净回报率为-8.3%；国外股票，净回报率为

-5.7%；多资产战略合作（Multiasset Strategic Partnerships），净回报

率为-5.5%。（纽约州州长办公室官网） 

瑞典｜AP7 初次投资私募股权 

7 月 10 日，瑞典国家养老金计划 AP7 在增加非流动性资产投资

类别方面取得了关键性进展，现已向一只私募股权基金做出投资承诺，

这是 AP7 首次进行私募股权投资。AP7 将针对资产管理公司

HarbourVest 推出开放式私募股权战略，进行总计 8.35 亿美元的投资。

目前，AP7 已经在诸多方面扩展了其资产配置类别，其资产约有 4%

投资于私募股权，这一比例将逐步提高到 8%至 9%。（IPE 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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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府养老投资基金第一季度净赚 718 亿美元 

7 月 7 日，全球最大的养老基金日本政府养老投资基金（GPIF）

公布，截至 3 月底的第四财季实现投资收益 10.3 万亿日元（约合 717.7

亿美元），结束了连续四个季度的亏损。GPIF 在其 2022 财年年报中

称，最后一个财季回报率达 5.41%，总资产增至 200.13 万亿日元，创

历史新高。该基金的投资组合中，外国股票表现最好，回报率达到

8.2%，日本股票上涨了 7%。外国债券和日本国内债券的投资也实现

了正回报。（金融界） 

比利时｜就第一支柱养老金改革达成协议 

7 月 1 日，比利时政府就第一支柱养老金改革达成了协议。为了

获得 8.47 亿欧元的欧盟新冠复苏资金（Covid Recovery Fund），比利

时政府需要在 9 月前提交一份节省成本的养老金改革方案。本次达成

的协议对财政的影响较小，预计到 2070 年可以节省 GDP 的 0.2%，

但政府认为可以满足布鲁塞尔的要求。根据新的养老金协议，退休公

务员的养老金设定上限，将不再随工资自动增长，但这一上限将只适

用于部分工资较高的公务员，对铁路、军队和监狱系统等政府部门的

养老金领取者并不适用。（IPE 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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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金融资讯》简介 

 

《养老金融资讯》是养老金融 50 人论坛月度刊物，旨在跟

踪国内外养老金融领域的政策动向、学术观点、市场动态，为关

注养老金融行业发展的人士提供最新资讯和研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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