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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推行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的调研报告 

——以湖南省长沙市为例 

李丽 

【摘 要】：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是融合了税收政策和商业养老保险的一种创新产品,对于减轻国家的养老压力

具有积极作用。课题组抽样选取部分长沙居民进行问卷调查,探究开展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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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涵义及发展 

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是将税收政策和商业养老保险融合在一起的一种新型保险产品。投保者在退休之前用来购买商业养老

保险的保费不需要纳税,将来申领退休金的时候,由于自身收入逐渐降低,其纳税额度也会相应下降。这类型保险是通过减少投保

者的纳税额度来吸引更多的群众购入商业养老保险,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激发出客户对于保险的巨大需求。之所以推崇递延纳税,

原因在于个税递延既具有刺激个人投保积极性和发掘商业保险潜力的双重效应。同时,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兼具保险和投资的双

重功能,既符合根深蒂固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稳健性,又兼顾到中华民族历史中的进取性。[1] 

个税递延养老保险在发展中需要不断尝试和总结经验。天津滨海新区于2008年进行了首次尝试,虽然因30%的税收优惠比例、

税务法律法规的缺失等原因最终夭折,但为其他地方的尝试提供了借鉴。 

二、湖南人口老龄化特征及影响 

(一)湖南人口老龄化特征 

1.湖南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 

《2017年湖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6年湖南 60岁及以上人口为 1201.07万人,2017年则达到 1245.9

万人。2010 年到 2017 年老龄化程度逐年递增,2010 年老龄化程度为 14.54%,2017 年老龄化程度达到 18.16%,超过 17.3%的全国

水平,位居全国前十位。2014 年至 2017 年老龄化程度分别较上年上升 0.59%、0.45%、0.44%、0.56%,说明湖南近 5 年老龄化程

度日益加深。 

2.湖南人口高龄化日趋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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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老龄化进程的还有人口高龄化。从表 2 可见,2013～2016 年湖南 80 岁以上老人逐年递增。2013 年,80 岁高龄老人有

132.38万人,到 2016年已经增长至 150.69万人。2016年 80岁高龄老人较上年增长 4.81%,其增长率高于 60岁老年人增长率,80

岁以上人口占 60岁及以上人口的 12.57%。未来随着医疗条件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保健意识越来越强,高龄老人所占比重必

将逐年攀升。 

3.空巢化严重。 

计划生育政策改变了原有的大家庭结构,家庭规模缩小,城镇中大量“421”家庭出现,加上独生子女外出求学、就业、婚嫁

等原因,导致大量空巢家庭的出现。由表 3 可见,2013～2015 年湖南空巢率逐年递增,2013 年空巢率为 28.45%,2015 年空巢率高

达 53.26%,超出全国 1.36 个百分点。长沙市 2015年身边无子女共同生活的空巢老人高达 62.5 万人,占全市老年人口的 50%
[2]
。

湖南地理位置临近广东,城乡劳动力流向广东、江浙等沿海地区打工或者创业,可能是造成空巢率激增的主要原因。 

4.失能老人比重高。 

《2016年湖南省老龄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16年,全省完全失能老年人 62.16万人,部分失能老年人 130.04万人

(表 4),全部失能+部分失能老年人口占 65岁老年人口的 23.98%[3]。失能老人不但需要生活起居方面的照料,同时还需要医疗护理

和养老保健。 

(二)湖南人口老龄化造成的社会问题 

1.基本养老保险金难以满足养老需求。 

《2016年湖南省老龄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 2016年底,城乡居民 60岁及以上享受基本养老保险的人数达 953.95万

人,比上年增加 22.46 万人[3]。在完善的养老保险系统中,基本养老保险是其中一个重要支柱,但随着不断增加的退休人数、逐渐

减少的劳动力数量,基本养老金的供给状况与实际的需求量之间出现了严重失衡,甚至已经产生较大冲突。 

2.激增的医疗与护理需求。 

数据显示,湖南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在社会统筹账户的报销比例为 82.4%,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在政策范围内报销比例为

63.2%
[3]
。在银发时代背景下,实际的报销比重根本无法充分满足老年人逐渐增加的医疗服务需求,这对我国的养老保险事业提出

了新的要求。 

3.养老服务供给不足。 

截至 2015 年年末,湖南省配备的各种类型的养老床位总数是 27.5 万张,每千名老人拥有床位数 23 张,城乡社区居家养老服

务设施覆盖率分别是 36.5%和 22%[4]。由此不难看出,湖南的养老服务供给难以满足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养老需求。从养老服务内容

上来说,现有的养老机构职能满足基本的家政服务,忽略了老年人情感需求,对金融理财、法律咨询等养老金融法律服务关注更

少。 

三、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认知情况调研 

群众对于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的了解、参保需求等因素,会对保险的顺利推行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为此,我们采用抽样调查

的方式,对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书院路青山祠社区的市民进行调查。总计发放了 150份问卷,其中回收的有效问卷为 138份,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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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达到了 92%。 

(一)调查对象基本特征 

本次调查的对象为老城区居民,随机抽取样本。其中,男性占比 59.2%,女性占比 40.8%,大专以上学历占比 66.3%。从年龄层

次上来看,20～30岁的占 20.1%,31～40岁的占 30.9%,41～50岁的占比 28.4%,51～60岁的占比 18.6%。从样本单位性质来看,机

关事业单位占比最高,为 34.1%;国有企业次之,占比 30.4%;民营企业占 11.9%;个体户及其他占 23.6%。样本分布于各行各业,从

事教育科研的人员相对较多,占比 25.4%。从收入水平来看,5500～7500 元的占 38.2%,比例最高;3500～5500 元的次之,占比

28.1%;7500～9500元的为 19.3%;9500元以上的占比 8.2%;3500元以下的占比 6.2%(表 5)。 

(二)对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认识程度的分析 

针对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的调查发现,近 80.1%的被调查者对其内容不清楚,没有听说过;10.2%的被调查者听过说,但是一知

半解;8.5%的被调查者了解部分;1.2%的被调查者比较清楚(图 1)。可见,大部分人对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一无所知。 

 

(三)对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参保意愿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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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告知了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的概念和制度设计之后,选择十分愿意参保的占 16.3%,选择可以考虑参保的占 40.1%,而选择

保持观望态度的占 42.1%,不愿意参保的人占 1.5%。(图 2) 

 

通过调查发现,年龄与收入两个因素对参保意愿影响明显,单位性质与所属行业对参保意愿的影响较低。 

从年龄分布看,41～50岁的人群参保意愿最突出,达到了 56.2%。之所以出现这一状况,主要是因为中年人群体的收入是比较

稳定的,能够完全负担得起保险费用。20～30 岁的参保意愿不高,原因在于这部分人群年龄不大,对个人养老需求不迫切,同时收

入不高,有结婚、抚养子女、还贷等压力。 

从收入状况看,收入在 7500～9500元的参保意愿最突出,占 68.5%;5500～7500元的次之,占 40.5%;3500～5500元的再次,占

7.1%;收入在 3500元以下的参保意愿最低,仅为 5.6%。由此可以看出,收入在 5500～9500元的参保意愿比较高。 

四、湖南开展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可行性分析 

(一)政策支持 

2008年 12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当前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要为那些购入商业养老保险的人员提供适

当的税收优惠,以确保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其投保成本,调动起参与投保的积极性与主动性。2017 年 6 月 21 日,国务院第 177

次常务会议原则通过了《关于加快发展商业养老保险的若干意见》,进一步明确指出,从 2017 年起,要逐步推进个税递延型养老

保险的试点工作。 

(二)现行税收制度提供实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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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的顺利推行,需要相关的税收政策予以支持。在我国,实施多年的公积金利息税前扣除政策为个税递延

养老保险的开展提供了条件。在监管规定方面,已经有一个初步的框架,个税递延养老保险试点的信息系统也已开发成型。 

(三)财政收入提供财政支持 

近年来我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财政收入不断增加,为税收优惠政策的实施提供了物质基础。而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的实施,

有助于充分调动人们购买保险的积极性,从而使保费收益大幅度提升。长期稳定的保费收入也可增加保险公司的可投资额,从而

增加投入到市场的资本量。 

(四)保险公司竞争力增强 

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持续提升,保险行业也获得了较快发展。一些优质保险企业在保险产品设计、服务条款设置、养老基金

运作等方面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中国人寿、泰康人寿等保险公司希望享受政策红利,已率先推广此险种,成为行业领跑者。 

参考文献： 

[1]郑秉文.第三支柱商业养老保险顶层设计:税收的作用及其深远意义[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6,(1):4-6. 

[2]2015年湖南省老龄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亮点解读[DB/OL].湖南省人民政府门户网站 www.hunan.gov.cn,2016-10-13. 

[3]湖南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2016年湖南省老龄事业发展统计公报[R].2017. 

[4]湖南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2015年湖南省老龄事业发展统计公报[R].20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