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5月9日 星期四06 国内

编辑/赵薇 张靖瑜 刘健 美编/曹洁 一读/崔小红

所谓企业年金，是指企业及其职
工在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自
主建立的补充养老保险；职工到退休
时，能多领一份养老钱。

企业年金所需费用由企业和职工
个人共同承担，企业缴费每年不超过
本企业上年度职工工资总额的8%，企
业和职工个人缴费合计不超过本企业
上年度职工工资总额的12%。

“过去 20年，企业年金从无到
有、不断发展壮大。现在不少退休职
工已经领取到企业年金，相当于在基
本养老保险待遇外多一份保障，补充
养老的作用初步显现。”浙江大学国
家制度研究院副院长金维刚说，但是
从覆盖面看，企业年金制度发展尚不
充分，还没能发挥出在多层次养老保
险体系中应有的作用。

2023年末，企业年金已在全国14
万多家企业建立，与1.8亿多户经营主体
的总量相比，参加企业的比例明显偏低。

“德国、美国等国家的企业年金
可覆盖就业人口的半数左右，我国企
业年金参保人数占具备参保条件的
职工总人数比例仅 8%；加上职业年
金后，第二支柱覆盖率为15%。这个
差距，既与我国第一支柱基本养老保
险的保障水平较高、第二支柱建立时
间较短有关，也表明企业年金的发展
还不足，未来空间巨大。”中国社会保
障学会会长郑功成说。

“除部分企业盈利能力不强、供款
能力较弱等因素外，不少企业对企业

年金政策知之甚少，或误认为可以用
期权、股权等未来收益替代而游离在
外。还有些民营企业即使有支付能力
和意愿，但由于不适应相关程序和规
则而放弃。一些小微企业则困于缺乏
专业人员操作、员工流动频繁、企业年
金关系转续难望而却步。这些都是阻
碍企业年金有效扩面的实际问题。”中
国社会保险学会会长胡晓义表示。

另一方面，企业年金也受职工参
与意愿的影响。在北京市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局养老保险处副处长杜志
峰看来，劳动者流动性增大，职工更
愿意追求短期效益而非长期的隐性
福利，以及年轻人对自由灵活工作方
式的追求，都冲击了年金这种相对传
统的运行机制。如何适应新型职场
关系和不断变化的就业形势，应成为
年金制度下一步调整的方向。

“在当前企业经营压力和社保负担
依然较大的背景下，首先应强化政策支
持力度，进一步降低用人单位负担，支
持中小微企业乃至个体工商户、社会组
织等建立或联合建立企业年金，持续扩
大企业年金覆盖面。”郑功成表示。

不同于第一支柱基本养老保险
企业必须参加，对第二支柱企业年
金，政府主要是鼓励和引导。而政策
的非强制性，就意味着需要用人单位
在政策和利润之间找到平衡点。

据记者了解，尽管近年多次下调
社保费率，但目前用人单位缴纳的

“五险一金”占职工工资总额的比例依
然在35%左右。在这种情况下，让企
业为职工建立长期福利安排，一方面
取决于企业的盈利能力和政府财税支
持力度，另一方面也要让企业认识到
参加年金制度对人才的激励效应。

“财税支持固然重要，但最好能在
不增加财政负担和企业成本的前提
下，通过政策创新实现企业年金发展。”
国民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
席聂明隽说，比如在严谨测算、不影响
养老金当期支付的基础上，考虑将基
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率从 16%变为

“14%+2%”，其中的2%用于建立企业
年金，形成中国特色的企业年金制度。

聂明隽的建议，与近年来美国、英
国、丹麦、新西兰等很多国家探索的“自
动加入”机制异曲同工——年轻人一参
加工作就自动加入企业年金，参与率很
高，可以实现基本养老保险与企业年金
合力保障退休生活的良好效果。

参与门槛高、申请流程繁琐，也
是影响企业参加年金制度的重要因
素。多位专家提出，大力简化企业年
金办理程序，提高建立、转移、暂停、
恢复企业年金的便捷性，降低中小企
业决策成本。

“应该增加企业年金缴费灵活
性，允许企业结合自身特点，从低比
例、小范围开始，比如先覆盖对单位
做出突出贡献的部分职工，之后再逐
步扩大。”北京大学中国保险与社会
保障研究中心主任郑伟说。

此外，专家普遍呼吁打通养老保
险第二、三支柱，也就是职工缴纳的
个人养老金可转入企业年金，辞职或
新单位没有建立年金的，原企业年金
个人账户资金可转入个人养老金；同
时要建设全国统一的企业年金信息
平台，实现一站式查询，让“钱随人
走”，不因个人流动而发生权益损失。

除扩大覆盖面外，提高收益率也

是企业年金制度发展的一大关键。
结余资金的保值增值，将直接影响企
业和职工参加年金制度的积极性。

那么，企业年金由谁来投资和
管理？

据了解，人社部门共遴选出 20
多家金融机构作为企业年金的投资
管理人，对这笔钱进行打理，产生的
收益会并入企业年金基金，并最终进
入职工的“钱袋子”。这两年，为鼓励
年金投资取得更好收益，国家还逐步
扩大了年金基金的投资范围。

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数据，
2007年至 2023年，全国企业年金基
金年均收益达到 6.26%，除极个别年
份出现亏损外，绝大部分年份保持了
良好收益。

山东威海一家航运企业职工张
先生告诉记者，自己已经交了 14年
企业年金，一般到年底，都会到个人
账户看看累计金额和收益情况，一般
都能“跑”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增
速。由于年金是复利投资，积累越
多，时间越长，将来可领取的金额就
越高。

不过，近年低迷的投资环境，给
基金保持长期稳健收益带来压力，也
不利于增强年金吸引力。

“这需要金融机构创新企业年金
产品并增加附加值。企业年金虽然
具有政策性，但总体上仍然属于金融
产品，应当充分发挥产品效应——即
通过提高收益来吸引更多企业建立
年金。”郑功成表示。

“当前资本市场已进入低利率时
期，这对金融机构的投资策略、投资
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泰康养老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田军说，机构
可进一步扩大企业年金的投资范围，
通过纳入相关度低、多样化的品种，
如基础设施公募REITs（不动产投资
信托基金）、股权投资等，降低基金投
资风险；同时积极探索大型企业年金
多受托管理计划，提升服务质量。

（姜琳 陈旭）

5月8日10时12分，在北京航天
飞行控制中心的精确控制下，嫦娥六
号探测器成功实施近月制动，顺利进
入环月轨道飞行。

近月制动是嫦娥六号探测器在
飞行过程中的一次关键轨道控制。
嫦娥六号探测器飞临月球附近时，实
施“刹车”制动，使其相对速度低于月
球逃逸速度，从而被月球引力捕获，
从地球“怀抱”投入月球“怀抱”，实现
绕月飞行。

不要小看“刹车”的难度，如果“刹
车”力度不够，速度没有降下来，嫦娥
六号探测器将滑入外太空。反之，如
果“刹车”过猛，则可能与月球碰撞。

嫦娥六号探测器由轨道器、返回
器、着陆器、上升器组成。为了踩好

这一脚“刹车”，嫦娥六号轨道器配备
了 1台 3000牛推力的轨道控制发动
机，以进行引力捕获时的制动减速控
制。然而，在这样的地月转移过程
中，发动机工作时温度会升高，如果
热防护做不到位，轨道器就会被高温

“烧伤”。
为此，研制团队开创性设计了二

次热防护复合系统，为轨道器穿上
“超级防护服”。一方面使用复合隔
热层，将发动机高温辐射影响尽量降
低；另一方面，根据不同设备的温度
需求个性化定制，进行二次热防护。
层层防护让轨道器上重要载荷单机
远离高温的“烘烤”，为嫦娥六号轨道
器打造舒适的“旅行”体验。

（宋晨 徐鹏航）

投入月球“怀抱”！
嫦娥六号探测器成功实施近月制动

这是首航试验中的中国海军福建舰（5月1日摄，无人机照片）。
5月8日下午3时许，我国第三艘航空母舰福建舰完成为期8天的首次航

行试验任务，顺利返回上海江南造船厂码头。
试航期间，福建舰完成了动力、电力等系统设备一系列测试，达到了预

期效果。下一步，福建舰将按既定计划开展后续试验工作。 蒲海洋摄
本版稿件均据新华社

福建舰福建舰
顺利完成首次航行试验顺利完成首次航行试验

积累金额首破3万亿元 企业年金如何惠及更多职工
作为养老保险第二支柱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年金是职工养老钱的

重要补充。近期，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末，

全国企业年金积累金额首次突破3万亿元、达3.19万亿元，参加职工

3144万人。

相对于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人数，企业年金参保率依然偏低。如何

激励更多企业加入这一制度、更好保障职工退休后的生活？“新华视点”

记者采访了权威部门和专家。

参保比例仅8%，未来空间巨大

如何吸引企业和职工加入？

基金如何更好保值增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