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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银行发力养老金融大文章

为应对老龄化挑战，国家出台一系列政策，提出要做好养

老金融大文章。随着国家政策支持养老金融趋势逐渐明确，为

商业银行在养老金融领域的发力提供了明确的政策导向和趋

势引领。在政策的支持引领下，商业银行发力养老金融大文章，

养老金金融建设体系稳步推进；养老金融产品多元化发展，适

老金融服务质量不断提升，养老服务金融生态体系持续丰富；

养老产业金融布局逐步加深，养老产业信贷规模不断增长，助

力养老产业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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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银行发力养老金融大文章

为应对老龄化挑战，国家出台一系列政策，提出要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为商业银行在养老金

融领域的发力提供了明确的政策导向和趋势引领。在政策的支持引领下，商业银行发力养老金融大

文章，养老金金融建设体系稳步推进；养老金融产品多元化发展，适老金融服务质量不断提升，养

老服务金融生态体系持续丰富；养老产业金融布局逐步加深，养老产业信贷规模不断增长，助力养

老产业快速发展。

一、政策引领商业银行养老金融发展新趋势

近年来，随着全球及中国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加剧，养老问题已成为国家和社会关注的重点。为

应对这一挑战，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旨在推动养老金融的发展，以更好地满足老年人群体的金

融需求。

2022年，我国相继发布《关于规范和促进商业养老金融业务发展的通知》《关于扩大专属商业

养老保险试点范围的通知》《关于扩大养老理财产品试点范围的通知》《关于推动个人养老金发展

的意见》《个人养老金实施办法》等政策文件，个人养老金基础制度框架得到建立，养老金融试点

范围不断扩大，产品体系日益丰富，构建起了商业养老金融业务多元发展格局。

2023年10月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养老金融作为金融“五篇大文章”之一列入国家金融的

重点工作，凸显国家对养老金融的重视程度，为养老金融今后重点工作指明了方向。

2024年以来，养老金融政策密集出台。其中，《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

祉的意见》指出，金融机构要加大对养老服务设施、银发经济项目建设的支持力度。而《关于银行

业保险业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的指导意见》强调，聚焦现实需求加快养老金融发展，提出要充

分发挥全国性商业银行主力军作用，积极引导中小银行立足当地开展特色化经营。

随着国家政策支持养老金融趋势逐渐明确，养老金融领域政策体系得到不断完善，为商业银行

在养老金融领域的发力提供了明确的政策导向和趋势引领，各商业银行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深耕布

局养老金融领域，通过创新产品、优化服务、构建生态等方式，为老年人提供更加全面、便捷的金

融服务。

二、养老金金融建设体系稳步推进

商业银行围绕养老金金融，积极支持多层次、多支柱养老金体系建设，企业年金、职业年金、

个人养老金业务规模飞速扩大，商业银行养老金金融建设体系稳步推进。

中国银行围绕国家养老保障体系建设，发展完善养老金融产品和服务。2023年末，中国银行养



4 / 6

老金受托资金规模2098.86亿元；企业年金个人账户管理数412.37万户；养老金托管运营资金

9923.90亿元；服务企业年金客户超过1.82万家。截至2024年6月末，养老金受托资金规模2323.64

亿元，比上年末增加224.78亿元，增长10.71%；企业年金个人账户管理数突破437万户，比上年末

增长6.03%。

中国工商银行推动养老金受托、账管、托管、投管业务发展。积极准备个人养老金全国范围内

开放，深度参与人社部制度完善，个人养老金开户和缴存额市场双第一。2023年末，工商银行受托

管理年金基金5541亿元，管理企业年金个人账户1314万户，托管年金基金13781亿元，集团各项养

老金管理规模4.1万亿元。截至2024年6月末，集团各项养老金管理规模4.46万亿元。

中国农业银行同业首批全面启动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服务。2023年末，农业银行银行养老金受

托管理规模为2541.88亿元，较上年末增长24.7%。截至2024年6月末，实体社保卡、电子社保卡、

医保码用户数分别达2.72亿、1.43亿、7,201万户，三项业务均居行业前列；年金客户数量及业务

规模平稳增长，个人养老金业务账户数量、累计缴存金额均居行业第一梯队。

此外，商业银行还积极参与养老金金融配套服务体系建设，除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外，同时提

供养老金缴存、交易明细、账户管理、养老金支取等全流程一站式服务，完善养老金金融服务体系，

为客户提供便利。

光大银行致力于打造股份制银行领先的养老金融综合服务平台，在手机银行APP上打造了个人

养老金专区，为客户提供包括账户开立、养老金缴存等在内的全方位服务。工商银行独家支持养老

保险全国统筹系统建设，完善线上线下社保服务生态，推动社保卡跨省通办。邮储银行持续夯实养

老金金融发展基础，推出“U享未来”个人养老金服务品牌，完善个人养老金产品服务体系。

三、养老服务金融生态体系持续丰富

商业银行不断创新服务模式和产品，持续打造多样化、专业性的养老金融产品和服务体系，以

满足老年群体的个性化需求，养老服务金融生态体系持续丰富。

一方面，养老金融产品多元化发展。商业银行通过推出养老保险、养老储蓄、养老理财、养老

基金等一系列金融投资产品，为备老群体和老年群体提供了丰富的投资选择。根据国家社会保险公

共服务平台公开数据，2023年，我国20家系统重要性银行均发行了个人养老金储蓄产品，共发行了

248只个人养老金储蓄产品。而截至2024年6月末，有22家银行发行了465只储蓄产品，其中6家国有

银行发行了151只储蓄产品，11家股份制银行发行了271只储蓄产品，5家城商银行发行了43只储蓄

产品。

另一方面，适老金融服务质量不断提升。商业银行通过优化服务流程、进行线上线下适老化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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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等方式，持续提升适老化服务水平。建设银行首批打造60家“健养安”养老金融特色网点，做实

产品权益、适老服务、养老投教、养老微生态四大特色。工商银行围绕长辈客群需求，推进网点设

施适老化改造，优化“工银爱相伴”长辈客群服务品牌，完善手机银行“幸福生活版”功能，建设

“工行驿站+养老”网点服务场景，推动线上线下服务渠道衔接互补。北京银行线上推出“尊爱版”

手机银行，满足老年人对手机银行的使用要求；线下设立“长者驿站”特色服务网点，从硬件设施、

软件服务、金融产品、消费者权益等方面为老年人进行重新设计，持续提升适老化金融服务水平。

截至2024年6月末，中国银行已建成敬老服务达标网点10260家、养老服务示范网点1023家。农业银

行发布掌上银行9.2版，打造养老专属服务，构建“养老专区”，整合社保、企业年金、个人养老

金入口，提供一站式养老金服务；截至2024年6月末，已完成2万余家网点的适老化改造，累计为老

年人等特殊群体开展上门服务12.9万人次。

四、养老产业金融布局逐步加深

随着养老产业的不断壮大，商业银行加深养老产业布局，通过创新信贷产品、优化贷款审批流

程，积极推进“普惠养老专项再贷款”政策工具的落地实施等多样化的融资支持方式，养老产业信

贷规模不断增长，助力养老产业快速发展。

中国银行积极参与“城企联动普惠养老”专项行动，提升养老产业金融服务质效；用足用好普

惠养老专项再贷款政策，向符合条件的普惠养老机构和企业等主体提供优惠贷款，助力增加普惠养

老服务供给。建设银行将养老产业纳入优先支持行业管理，提供差别化支持政策，引导信贷资源向

养老产业倾斜；积极运用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推进普惠养老再贷款投放，让利于市场主体。工商

银行印发投融资支持养老产业意见，完善投向，提升综合服务能力，持续加大普惠养老专项再贷款

支持力度；建设“银发产业云”平台，支持养老机构信息化建设。交通银行优化健康产业、养老产

业和银发经济领域信贷政策，积极推进普惠养老专项再贷款业务，截至2024年6月末，养老产业授

信余额较上年末增长28.83%，超过全行对公贷款平均增幅；养老产业授信客户数较上年末增长

17.02%。

同时，商业银行还通过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支持养老产业链的发展。烟台农商银行采用

“床位收费权抵质押+担保人担保”方式，为烟台圣莱恩康复医院有限公司发放了全市首笔“养老

保障贷”600万元，解决了养老院因无法提供固定资产抵押品而资金短缺的问题。兴业银行支持多

地养老产业项目落地开花，为不同类型养老企业提供多样化融资支持，结合自身作为国内“绿色金

融”先行者的优势，积极推进“养老+绿色”融合发展，截至2024年6月末，兴业银行养老产业客户

达3.9万户，融资业务规模超100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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