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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税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在我国的实施现状与效果分析 

李扬 

（湖南信息学院  湖南 长沙 410151） 

摘要：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未来养老要依靠的正是现在的自己。老龄化的压力和民众对“未富先老”的担忧，催生了“为

养老而投资”的旺盛需求，也对破题“第三支柱”发展提出了更迫切的要求。酝酿十年的税延养老险终于变成现实。个税递延型商

业养老保险不仅能递延税收，也是我国养老保障体系的第三大支柱，加快其发展将分别分割保险，基金，银行储蓄等不同业态，打

破各自封闭的局面，实现更高水平的统筹。从我国实施税延养老险的必要性出发，以实施的政策为前提，分析其试点两年的政策效

应。 
 

一、我国实行个税递延型商业保险的必要性   

2000 年以来中国进入人口老龄化国家行列，老年人口比例不断
上升，老年人口的抚养比从 2000 年的 9.9%上升到 2019 年的 17.8%，
翻了约 1.8 倍。部分有岗位的人群而言养老上对基本养老保险的依
靠较重，而那些无工作的人群而言更多依赖子女养老或青年时攒下
的积蓄，这使得目前我国的养老政策无法与养老需求相匹配。2000
年以来，我国 65 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 7%，国际上 65
岁人口超过总人口 7%的国家被认定为老龄化国家；2005 年全国 65
岁以上的人口数量为 10055 万人，首超 1 亿人，2019 年 65 岁以上
的人口为 1.76 亿人， 2019 人口结构分布中，我国的 65 岁以上的
人口占比已经高达 12.57%。 

在养老金赤字增加和老龄化社会加速的时候，迅速启动了一个
递延纳税的养老金保险试点项目。同时，商业性私人保险份额的相
应增加是提高养老金替换率和改善国家养老金保险制度结构的关
键选择，也是完善养老金保险制度的必然趋势。 

二、 我国个税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的实施政策  

有别于基本养老金制度和企业补充养老制度，税延养老政策针
对的是个人商业养老金，即所谓的养老保障“第三支柱”。递延个
税，即个人自行购买保险、基金等投资产品的费用，可税前扣除，
在领取保险金时再支付税金。2018 年 5 月 1 日，上海市、福建省（包
括厦门）和苏州工业园发起了为期一年的试点项目。如下是对试点
地区文件总结。 

表 1：对 2018 年试点地区的文件总结 

财税[2018]22 号、银保监发(2018)20 号、银保监发(2018)23 号文
件详情 

政策试点区域 上海市、福建省、苏州工业园区 

 
扣除标准 

个人工资薪金、连续性劳务报酬的
6%，每月不超过 1000 元；取得其他
应税所得的个体按照年应税所得的
6%与 12000 元熟低扣除 

试点时间 2018 年 5 月 1 日-2019 年 5 月 1 日

获得的投资收益缴纳税
情况 

免税 

取得该养老金时的交税
情况 

保险公司为其代扣代缴，以该笔保
险金额的 75%需按 10%的税率计算
缴纳个税 

养老金账户资金 购买商业保险的纳税人指派的商业
银行资金账户 

养老金的收益类型 收益保底型、收益浮动型、收益确
定型 

养老金领取渠道 ①终身领取 
②长期领取：领取期限不少于 15 年
或者固定期限 15(或 20)年月领(或年
领) 

退出机制 除纳税人全残身故或合同约定的重
大疾病外，只能按计划终生或长期
领取养老金 

三、我国个税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的实施效果分析 

作为国家通过税收优惠鼓励个人提升养老保障水平的重要机
制，个税递延在海外市场发展良好。在欧美等成熟市场通行，并被
证明行之有效的个税递延在我国的效果低于预期。试点期间，某些
保险公司为达成任务，不得不号召员工‘掏腰包’帮助‘消化’指
标。个税递延商业养老保险试点启动两年，规模可“忽略不计”。
作为国家鼓励民众“为养老投资”的另一方式，养老目标基金则因
为税延政策迟迟未能落地而举步维艰。 

2018 年 5 月 1 日，在上海市、福建省（包括厦门）和苏州工业
园的三个地点试行了个税递延养老保险。截止到 2020 年 4 月底，
共有 23 家保险公司参与个税递延养老保险试点，19 家公司出单，
累计收入为 3 亿元，参与人数仅为 476000 人。个税递延商业养老
保险抵扣限额低，造成尴尬局面：对低收入者来说，意义不大，而
在高收入人群看来，抵扣难以带来直接激励，所以导致政策效果并
不好。首先，根据试点经验，个税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费的优惠上
限定为月收入的 6%和 1000 元。按较低的扣除标准可获取的保费规
模是非常有限，不能真正满足人民养老保险准备金的缺口需求。其
次，缴款期的税率较高，降低了投保人的期望。 

这项政策规定，个人在领取税延养老保险金时 75%按 10%税率
缴纳个税，25%给予免税，相当于实际缴款税率为 7.5%。据估计，
该领取养老金时的税率对目前个税适用税率20%及以上人群才有吸
引力，而目前个税税率 10%及以下的人群“诱惑不大”。对大多数
工薪阶层来说，现在的递延养老保险商品“获得感”相对较低。 

小结：尽管试点进展较为平稳，但市场普遍反映政策吸引力不
强，业务总体规模不大。为了改善个税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的发展，
需要增加税收奖励，促进个人参保的积极性；扩大试点地区范围。
首先，可适时出台与个税相匹配的试点政策，或延长试点政策期限，
保障政策连续性及有效性。其次，建议借鉴成熟市场经验，可把税
收优惠政策实施范围进一步推广至养老型基金产品。实现养老产品
多元化供给，并与税收制度激励相配合。最后，国家需设计制度与
安排配套政策，将其真正纳入国家养老保障体系建设，尤其要在税
收激励上实施到位。税延养老政策需要有序推进产品扩容、主体扩
容和地域扩面，不断激发民众的养老金融动力。个税递延，离“中
国式养老”也许并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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