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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年轻一代养老储备现状的调查 

【编者按】近年来，我国建设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的步伐

加速。2018 年，养老金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启动试点，公募基

金纳入个人养老账户投资范围，证监会推出了养老目标基金。

行业协会、研究机构、金融机构陆续开展了我国个人养老金准

备情况和个人养老金计划参与意愿的调查，普遍显示调查对象

缺乏养老准备意识和养老金投资意识。协会会同调查报告的撰

写机构，在协会刊物《声音》转载调查结果，以供社会各界了

解中国养老金第三支柱的发展需求，为政策制定、业务落地、

参与人服务提供参考，提高措施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本期《声音》介绍的是富达国际与蚂蚁财富合作撰写的中

国养老前景调查报告《未雨需绸缪——中国年轻一代的养老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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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现状》。调查对象为蚂蚁财富平台的用户，75%为年轻一代

（18-35 岁）,旨在帮助年轻大众认识到养老规划的重要性，积

极地为未来养老需求做准备。 

 

一、中国年轻一代养老准备的基本情况 

（一）中国年轻一代对养老前景持乐观态度，但开始进行

养老储备的年龄较晚 

年轻一代对退休的态度很乐观，但想要在理想的年龄退休

并获得让自己退休生活舒适的积蓄并不容易，目标储蓄不足的

风险极大。调查对象中，大部分年轻一代认为自己可以在 57 岁

退休，期望以政府养老金和现金储蓄作为主要退休收入来源，

并至少有 1,634,000 元的积蓄（主要是现金）以迎接舒适的养

老生活。按照目前的储蓄率，需要近 60年
1
的时间才能实现这一

目标。而在年轻一代的调查对象中，认为自己超过 65 岁还会继

续工作的占比只有 9%。在对目标退休年龄的期望上，男女性别

存在差异，有一半的女性希望在 55 岁或之前退休，而男性理想

的平均退休年龄为 58.5岁。最近的政策改革动向提出，考虑未

来男性的法定退休年龄将每六年延迟一年，而女性则每三年延

迟一年
2
。 

在养老储备方面，年轻一代开始进行养老储备的规划年龄

普遍较晚。不到一半的调查对象尚未开始为养老做任何储备。

在 50 岁以上已开始储备的人群中，有四分之三的人在平均年龄

                                                             
1 假设每月储蓄 1,339 元，年利率 1.75% 
2 http://www.ecns.cn/cns-wire/2018/03-13/29560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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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岁时才开始储备，导致积累储备的时间不足。年轻一代缺乏

对未来的紧张感，大部分人计划在 40 岁时才开始储备，只给自

己留了 17年的时间来实现退休储备目标。 

图表 1：已开始为养老储备的调查对象比例 

资料来源：富达国际及蚂蚁财富。 

（二）中国年轻一代对养老认知不足，对养老投资缺乏了

解 

人们对政府养老体系运作方式的认知还有待提高。调查发

现，尽管他们对养老体系的了解随年龄的增长略有改善，但还

需要更多更全面地了解。尽管中国年轻一代对养老前景很乐观、

养老储备目标很宏大（163 万元），但令人惊讶的是很多人根本

就没有养老储备目标。将近三分之一的调查对象表示他们并不

知道需要多少钱来养老，而那些尚未开始储备的人与那些已经

开始储备的人的储备目标几乎相同。理想的丰满与现实的骨感

让年轻一代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感受到生活的压力。十分之

一的人认为自己在退休后仍会兼职工作。从一线城市到四线城

市，尚未开始储备的总人数比例稳定在 53%-55%。还没开始储备

的人群中，一线至四线城市中 36%-39%的男性和女性尚未考虑过

他们的养老未来。显然，如果没有投资增长，大部分中国人将

无法实现他们的养老储备目标。对于年老时无法确定能否能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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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子女照顾的一代人来说，这一问题更加令人担忧。 

图表 2：不同养老金认知程度的调查对象分布比例 

资料来源：富达国际及蚂蚁财富。 

人们对财务规划和投资策略的认知普遍不足。仅有不到三

分之一的人表示，他们在选择养老储备产品时注重长期回报。

即使年轻一代每个人每月存 21%的收入（人民币 1,339 元），他

们也需要近 60年才能达成他们认为所需的养老储备目标
3
。调查

对象中，已经开始储备的人群中则表现出投资知识匮乏的困境。

仅有不到三分之一的年轻一代在他们的养老储备中优先考虑长

期回报，大部分人都希望有股息红利或定期利息。大约三分之

一优先考虑保本、固定期限的产品或短期收益产品。 

图表 3：选择不同养老收入来源的调查对象分布比例 

资料来源：富达国际及蚂蚁财富。由于四舍五入，百分比相加未必
                                                             
3 假设每月储蓄 1,339 元，年利率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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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于 100。 

图表 4：选择不同产品特性的调查对象分布比例 

资料来源：富达国际及蚂蚁财富。由于四舍五入，百分比相加未必

等于 100。 

    二、影响年轻一代养老安排的主要因素 

（一）储蓄少、消费高、负债多，年轻一代须承受“夹心

一代”压力 

一是中国年轻一代的储蓄率在不断下降。1978年改革开放

以来，中国的终身就业保障制度已逐渐被打破。劳动者需要提

高个人储蓄率来适应社会保障体系的变化。随着收入的不断增

加，从 2005 年左右到 2010 年左右，中国成为全球储蓄水平最

高的国家之一
4
。但在金融危机过后，为了适应国际经济形势的

发展，中国由投资、出口导向，向消费导向转型。整个国家养

老金体系也受到一定的影响。消费观念的转变造成了个人负债

率的上升。年轻一代更倾向于使用信用卡，透支消费，寅吃卯

粮。《金融时报》报道指出，预计到 2019 年，个人网络信贷额

将会达到 3.4万亿元
5
。 

                                                             
4 http://www.southmoney.com/touzilicai/yinhang/201610/779204.html 
5 https://www.straitstimes.com/asia/east-asia/buy-now-pay-later-easy-credit-leaving-chinas-millennial 

s-sp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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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养儿防老的传统理念根深蒂固。在独生子女政策下，

年轻一代没有兄弟姐妹来分担抚养父母的重担。年轻一代正承

受着作为“夹心一代”的压力——“上有老，下有小”，需要同

时承担孩子教育和父母养老的开销。与上一辈人相比，年轻一

代的储蓄更少，负债更多
6
。与此同时，年轻一代父母们的养老

态度也在进行转变。他们对“养儿防老”的期待不高，更多的

靠自己积蓄以备养老。世界银行的一项数据表明，银行储蓄占

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已从 2009 年的 50.5%下降至 2015 年的

45%
7
，说明中国传统的高储蓄率正在下降，而更多人正在花费自

己的积蓄。年轻一代也意识到他们的孩子在 30-40 年以后将无

法照顾他们，但是他们并未采取正确的方式以防范于未然。               

（二）缺乏资金，对长期投资策略理解匮乏 

年轻一代对自己所身处的财务状况和缺乏资金的状态有一

定了解。所有调查者提到储备不足时最常见的问题就是缺乏资

金。接受调查的中国人中有三分之二表示他们没有多余的现金

可以用于投资，这又回到了夹心一代所面临的困境，年轻一代

需要同时承担孩子教育和父母养老的开销，从“上”至“下”

的财务压力迫使着这一代人减少储蓄，并增加贷款，以满足消

费需求。 

 

                                                             
6 http://www.zaobao.com/forum/letter/others/story20110722-42326 
7 https://tradingeconomics.com/china/bank-deposits-to-gdp-percent-wb-dat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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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5：每月养老储备 

资料来源：富达国际及蚂蚁财富。 

 

图表 6：缺乏资金占所有调查对象的比例 

资料来源：富达国际及蚂蚁财富。由于四舍五入，百分比相加未必

等于 100。 

年轻一代正面临着严峻的养老财务现实。将近三分之二的

年轻一代仍然希望依靠政府养老金和现金储蓄来养老，而仅有

不到三分之一的人希望依靠年金、保险产品、租金收入、股票

或售房所得来养老。长期以来，中国一直被视为一个现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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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在一个见证了网络和移动端零售投资选择激增的时代，28%

的年轻一代仍然认为现金储蓄将成为他们退休收入的主要来源

可能的结果是，不论什么年龄段，什么性别，几线城市和收入

水平，所有的调查对象都没有存够钱。 

    三、国人养老储备正当时 

调查中最引人注目的无疑是年轻一代养老理想与现实之间

的落差，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落差在不同人口群体中的一

致性。无论以性别、年龄、地理位置等任一方式划分这些人口

统计数据，总有约三分之二的人预期他们的退休生活是写意无

忧的，但在养老储备方面做的却是远远不足的。 

（一）重视投资者教育 

 加强投资者教育，让年轻一代开始了解制定财务目标、控

制预算和提前开始进行长期储备的好处和重要性
8
。安享天年需

要合理的规划和多年持续的努力，让更多中国人意识到仅靠国

家养老金不足以支撑未来养老生活的现实，建立第三支柱个人

养老账户，扩大民众的投资选择，减轻当前中国养老第一、二

支柱的负担。根据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进行投资策略定制，将

现金储蓄、保险、债券、股票或房地产物业等进行合理组合，

帮助投资者达到自己设定的目标。 

（二）推行税收优惠政策，鼓励养老储备 

我国已经出台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主要针对企业年金（自

愿性）和职业年金（强制性），以及新试点的第三支柱税延型商

业养老保险产品。加快建立中国的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制度，

                                                             
8 http://www.econdataus.com/worker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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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推出税收优惠政策，鼓励更多人进行养老储备。建议对特

定群体（如低收入人群）提供第三支柱财政补贴，以帮助更多

人从养老金计划中受益；借鉴美国的投资预设制度，帮助投资

者作出合理的投资决定。 

（三）发展目标日期基金，便利投资者养老规划 

 目标日期基金是能够帮助国人更好进行养老储备的一种

产品。目标日期基金简单易懂，专门为专业投资知识不足或无

暇进行养老金资产组合管理的人群设计，采用多资产配置的方

式，随着退休年龄的临近，资产组合逐渐随之变化。投资者年

轻的时候，目标日期基金对于股票等增长类资产的配置较高，

以此来追求潜在收益最大化。随着目标日期的临近，此类基金

则会转向更为保守的投资（例如债券和现金），以降低风险和“锁

定”已积累的财富。 

 

（本文为富达国际、蚂蚁财富联合发布的《未雨需绸缪：

中国年轻一代的养老储备现状——中国养老前景调查报告》，协

会理财及服务机构部进行了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