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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金融迎来发展机遇 

2023 年是资管新规正式实施的第二年，随着“赎回潮”余波的逐渐消

退与金融监管改革的深化推进，中国资管行业格局得到重塑，迈入高

质量发展新阶段。2022 年资管行业开始进入净值化转型的深水区，受

年末理财“赎回潮”影响，资管行业规模增速大幅回落；2023 年金融

监管体系改革进入新阶段，在新的监管导向下，资管行业需更加重视风

险防范并加强投资者教育和保护，以推动资管行业健康稳定发展。与此

同时，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社会养老压力显着提升，我国养老金融进

入加速发展阶段，养老金管理市场成为资管行业新蓝海。 

资管行业规模增速回落，银行理财龙头地位受挑战。2022 年，资管行

业规模从 135.21 万亿元小幅上升至 136.57 万亿元，增幅较 2021 年同

期下降 10.52 个百分点。从子行业来看，银行理财规模受“赎回潮”影

响，行业规模下降 4.66%至 2022 年末的 27.65 万亿元，2023 年上半年

在持续回落，整体规模下降至 25.34 万亿元，较年初下降 8.35%，银行

理财长期以来稳居资管行业龙头地位的绝对优势已不再；公募基金凭借

净值管理优势，规模持续扩张，2023 上半年公募基金规模较年初增长

6.38%至 27.69 万亿元，超越银行理财位居资管行业首位；保险资管负

债优势突出，加上 2022 年保险公司保费增速大幅提升，推动保险资管

规模快速增长，2023 年上半年上升至 24.5 万亿元；信托、券商资管等

私募资管尚处于转型期，规模持续下滑。 

金融监管改革進入新階段。2023 年，金融监管体制由“一委一行两

会”进入“一行一局一会”新阶段，我国组建了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

局，统一负责除证券业外的金融监管，肩负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职责，

央行恢复省级分行，证监会调整为国务院直属机构。本轮监管体制改革

几乎覆盖了所有金融监管部门，进一步确保了监管体系的一致性和全覆

盖。对于资管行业来说，监管体制改革一方面加强对“7+4”类地方金

融组织广义资管业务的统一监管，提升风险防范；另一方面明确事权划

分，同时更加重视对投资者的教育和保护。 

资管机构加速布局养老金融，个人养老迎来机遇。根据 2023 年中国资

产管理行业发展报告，截止 2022 年末，全国 65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

总人口的 14.9%，养老需求明显加速。我国养老体系沿用的是养老金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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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是资管新规正式实施的第二年，
随着“赎回潮”余波的逐渐消退与金融
监管改革的深化推进，中国资管行业格
局得到重塑，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与此同时，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社会
养老压力显着提升，我国养老金融进入
加速发展阶段，养老金管理市场成为资
管行业新蓝海。 
 
资管行业规模增速大幅回落，银行理财
龙头地位受挑战。2022 年，资管行业规
模从 135.21万亿元小幅上升至 136.57万
亿元，增幅较 2021 年同期下降 10.52 个
百分点，在近 10 年来仅高于发布资管新
规的 2018 年。2023 年上半年，银行理财
规模下降至 25.34 万亿元，较年初下降
8.35%；公募基金规模较年初增长 6.38%
至 27.69万亿元，超越银行理财位居资管
行业首位。 
 
 
资管机构加速布局养老金融，个人养老
迎来机遇。截止 2022年末，全国 65周岁
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 14.9%，人口
抚养比 21.8%，养老需求明显加速。总的
来说，中国养老金融市场发展仍面临全
社会养老金规模小占比低、产品创新不
足、资产配置权益占比低导致收益率不
具吸引性等挑战，资管机构仍需提升研
发能力以支持产品创新并增厚收益率，
同时需完善渠道机制，优化投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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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柱概念，即第一支柱基本养老保险、第二支柱企业年金和第三支柱个

人商业养老保险。其中，第一支柱由政府主导，规模巨大，截止 2022

年末，全国参保人数为 10.53 亿人，占适龄人口的 90%以上；第二支柱

增长稳健，但覆盖面较小，截止 2022 年末，参加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

的职工仅 5800 万人；第三支柱仍在起步阶段。然而，受近年来老龄化

加剧与收入增速相对乏力的影响，基本养老金增速放缓，资金缺口不断

扩大，加上企业年金覆盖面有限，个人养老金产品的发展迎来了机遇。

2022年 4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动个人养老金发展的意见》，完善了

个人养老金发展的顶层设计，同年 11 月，《个人养老金实施办法》的

发布标志着我国个人养老金制度正式启动。目前，个人养老金产品主要

分为特定养老储蓄、养老理财产品、养老目标基金与专属商业养老保

险。对于资管机构而言，想要真正推动个人养老金业务的发展，仍需关

注一些问题：一是产品多样性的创新；二是产品收益率的提升；三是产

品税收优惠制度的优化；四是退出机制的完善；五是养老金教育的延

伸。总的来说，中国养老金融市场发展仍面临全社会养老金规模小占

比低、产品创新不足、资产配置权益占比低导致收益率不具吸引性等

挑战，资管机构仍需提升研发能力以支持产品创新并增厚收益率，同

时需完善渠道机制，优化投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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