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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养老保险是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保险五大险种中最重要的险种之一。所谓

养老保险（或养老保险制度）是国家和社会根据一定的法律和法规，为解决劳动者在达到国

家规定的解除劳动义务的劳动年龄界限，或因年老丧失劳动能力退出劳动岗位后的基本生活

而建立的一种社会保险制度。

从全球范围来讲，养老保险光靠政府是不够的，特别是我国现在的经济发展的阶段和政府的

财力决定了我国在社会保障方面只能提供最基本的、低水平的保障。即使在西方成熟的国家

，养老保险也由政府、企业、个人三方面来支持。因此，发展中国的养老保险行业十分必要

。而且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速发展，养老的问题日益迫切，中国养老保险行业也蕴

含巨大的发展潜力。  

截止2022年3月，全国城乡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为54496万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

入1774.8亿元，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为958.6亿元。  

近几年来，国家对养老保险行业相关的扶持和指引政策也相继出台。2022年5月，中国银保监

会印发《关于规范和促进商业养老金融业务发展的通知》，对商业养老金融的业务规则作出

原则性规定，提出建立多元发展格局，支持银行保险机构开展个人养老金业务，倡导银行保

险机构稳步推进商业养老金融发展。2022年11月4日，财政部等五部门联合发布《个人养老金

实施办法》。办法明确，参加人参加个人养老金，应当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

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掌上12333App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

或者商业银行渠道，在信息平台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之后，选择一家符合规定的商业银行

开立或者指定本人唯一的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2022年12月1日，中国银保监会发布《中国银

保监会办公厅关于开展养老保险公司商业养老金业务试点的通知》。《通知》要求，试点养

老保险公司加强统一领导，健全工作机制；建立完善的信息系统，具备与业务需求相适应的

处理能力；审慎制定发展规划，加大资源投入，稳步推进各项工作。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24-2030年中国养老保险市场深度评估与市场调查预测报告》共十三章

。首先介绍了养老保险的定义、分类，发展环境等，接着分析了国际国内养老保险制度的发

展和改革情况，然后具体介绍了基本养老保险、企业年金、商业养老保险以及新型养老保险

产品的发展。随后，报告对养老保险业做了区域发展分析、养老保险基金运营管理分析、养

老保险基金投资分析、重点企业竞争力分析。最后，报告对养老保险行业的发展前景及趋势

进行了科学的预测。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来自于国家统计局、商务部、财政部、人社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

委员会、中企顾问网、中企顾问网市场调查中心、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以及国内外重点刊物等



渠道，数据权威、详实、丰富，同时通过专业的分析预测模型，对行业核心发展指标进行科

学地预测。您或贵单位若想对养老保险行业有个系统深入的了解、或者想投资运营养老保险

业，本报告将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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