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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金融事关大家的养老“钱袋
子”，是老有颐养的“硬支柱”。近日，九
部门发文明确了养老金融发展的“规划
图”，助力中国式养老事业，服务银发经
济高质量发展。“规划图”指明了哪些着
力点？如何更好满足养老需求、守护夕
阳红？

加力布局
养老金融迎发展机遇

12月16日，中信银行宣布与中国老
龄协会在京签署新一轮战略合作协议，
其中一项内容是：组织老年人养老金融
需求调查。

这是金融机构加速挖掘养老金融业
务增长点的一个缩影。

如何满足不同阶段、不同人群的养
老金融需求？怎样拓宽银发经济融资渠
道？近日中国人民银行等九部门发布

《关于金融支持中国式养老事业 服务银
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从支持
不同人群养老金融需求、拓宽银发经济
融资渠道、健全金融保障体系、夯实金融
服务基础、构建长效机制等五方面提出
16项重点举措。

“意见明确了养老金融发展的‘规划
图’和着力点。”西南财经大学中国保险
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助理完颜瑞云说，近
年来，老年群体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带
动银发经济快速发展，也产生了较大的
金融需求。作为“五篇大文章”之一的养
老金融，正逐渐成为金融机构新的业务
增长点。

工行组建养老金融部，明确推动养
老金融发展的行动方案；农行推出“农银
养老”服务品牌，组建银发客群专属服务
团队；中行成立养老金融中心，全面布局
养老金金融、养老个人金融、养老产业金
融等领域；建行成立养老金融领导小组，
打造“住房租赁+养老”的特色发展道路
……面对养老金融这篇大文章，越来越
多金融机构着手布局，组建专门机构，制
定明确目标。

“我国养老金融已经进入重要的发
展机遇期。养老金融大发展正当其时，
潜力巨大、空间广阔。”平安养老险董事
长甘为民说。

紧扣需求
金融支持养老产业方向更明确

在金融助力下，养老产业迎来更广
阔的发展空间，“夕阳事业”正快速崛起
为“朝阳产业”。

在福建石狮，美佳爽（中国）有限公
司新扩建的成人纸尿裤生产线正有条不
紊地运转着。“有了充足的资金护航，我
们对‘养老产业’赛道更有信心了。”企业
财务总监蔡方弟告诉记者，去年建行为
企业提供了固定资产贷款，今年11月又
发放了符合普惠养老专项再贷款支持条
件的流动资金贷款，有力支持企业拓展
老年人卫生用品市场。

建行石狮分行公司业务部总经理林
大力告诉记者，今年4月，普惠养老专项
再贷款从五省试点扩至全国，越来越多
的老年产品制造企业得到支持，还有很
多公益型、普惠型的养老服务机构也从
中受益。对于符合要求的贷款，中国人
民银行可按贷款本金的 100%予以低成
本资金支持，大大降低养老领域的融资
成本。

有机构测算，我国银发经济规模在
7 万亿元左右，到 2035 年有望达到 30 万
亿元左右。此次意见紧扣老年人的需
求，金融支持银发经济的方向得到进一
步明确——

一些城里的老年人喜欢“下乡养
老”，享受田园乐趣。意见提出支持乡村
旅居式养老服务，从而让更多乡村接住

“银发流量”。
一些老人腿脚不太灵活，需要对其

生活空间进行适老化改造。意见明确加
大对老年用品和服务供给、养老基础设
施建设和适老化改造、智能助老设备设
计研发等信贷支持。

银发经济涉及面广、产业链长、业态

多元，多地加快布局银发经济产业园
区。意见鼓励金融机构为银发经济产业
园区企业提供融资融智服务……

除了信贷等间接融资，意见提出加
大银发经济直接融资支持力度，拓展多
元化资金来源渠道。兴业研究公司金融
业研究部高级研究员唐澄澄说，意见为
金融机构在直接融资以及间接融资领域
支持养老产业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也
为养老产业相关金融产品的创新发展带
来机遇。

补齐短板
构建养老金融发展长效机制

根据意见，到 2028 年，我国养老金
融体系基本建立。面对尚处于起步阶段
的养老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在产品研发
创新、养老财务规划、投顾能力等方面，
仍有不少短板要补。

自12月15日起，个人养老金制度从
36 个先行城市（地区）推开至全国。这
意味着个人养老金制度发展迈出重要一

步，也使得金融机构加紧推进个人养老
金相关金融产品扩容工作。

“个人养老金在全国推开之后，金融
机构迎来政策机遇期。商业银行、基金
公司、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正发挥各自
专长，创新产品服务，满足客户个性化深
层次需求。”兴业银行上海分行零售金融
部副总经理孙黎斌说。

在构建养老金融发展长效机制方
面，此次意见提出一系列举措：运用普
惠养老专项再贷款引导金融机构扩大
养老领域信贷投放，加强对相关产品的
监管，落实好养老金融相关税收优惠政
策等。

“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需要庞大的
数据基础，准确反映金融支持情况，监测
养老金融政策效果评估。”完颜瑞云说，
目前相关部门正建立养老金融工作落实
机制，加强部门协作与信息共享，有助于
进一步解决银发经济融资的痛点难点，
加速推动养老金融各项政策落地见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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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财政赤字率，安排更大规模政
府债券，大力提振消费，优化支出结构
……财政部部长蓝佛安表示，2025 年要
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持续用力、更
加给力，打好政策“组合拳”。

蓝佛安是在23日至24日于北京召开
的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作出上述表述的。

明年的财政政策如何发力？蓝佛安
作了具体介绍：提高财政赤字率，加大支
出强度、加快支出进度。安排更大规模
政府债券，为稳增长、调结构提供更多支
撑。大力优化支出结构、强化精准投放，
更加注重惠民生、促消费、增后劲。

同时，他表示，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
重点领域风险，促进财政平稳运行、可持
续发展。进一步增加对地方转移支付，
增强地方财力，兜牢基层“三保”底线。

“做好明年财政工作，必须把握好五

个坚持：一是坚持做优增量、盘活存量；
二是坚持小钱小气、大钱大方；三是坚持
管理挖潜、花钱问效；四是坚持防范风
险、严肃纪律；五是坚持前瞻谋划、引导
预期。”蓝佛安说。

明年财政工作将聚焦哪些方面着
力？这次会议“划出重点”。

在支持扩大国内需求方面，大力提
振消费，加大消费品以旧换新支持力度，
健全公共文化服务财政保障机制，推进
实施新一轮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
提升行动；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合理安排
债券发行。

在支持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方面，
着力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全力支持关键
核心技术攻关；加快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深入实施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奖补政策；
加强对企业的纾困支持，坚决防止乱收

费、乱罚款、乱摊派等问题。
在支持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突出

就业优先导向，支持教育强国建设，健全
人口发展支持政策体系，促进卫生健康
事业发展，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

在支持城乡区域融合发展方面，确
保国家粮食安全，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有序推进乡村发展和建设，大力
推进新型城镇化，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在支持生态文明建设方面，深化横
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设；加强生态保
护和修复，继续支持打好蓝天、碧水、净
土保卫战；稳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推动
重点行业领域绿色低碳转型。

在支持高水平对外开放方面，积极
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深入参与多双边财
经议题讨论；完善关税等进出口税收政
策，深化与“一带一路”国家合作。

这次会议还提出，大力推进财政科
学管理，包括全面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有
效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坚决兜牢
基层“三保”底线、加大财会监督力度等。

“蹄疾步稳落实各项改革任务。”蓝
佛安表示，在健全现代预算制度方面，加
强预算管理顶层设计，推进零基预算改
革，完善权责发生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
制度等。在深化税收制度改革方面，研
究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推动部
分品目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下划地方
等。此外，还要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
财政关系。

针对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蓝佛安指出，要落实落细置换政策；坚决
遏制新增隐性债务，防止前清后欠；加快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改革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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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持续用力、更加给力？
财政部详解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

新华社记者申铖

养老金融发展明确“规划图”
助力银发经济

新华社记者任军、吴雨、桑彤

老人们在天津西青区第一养老院的棋牌室内活动。新华社记者李然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