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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通过分析我国企业年金制度的研究热点，以期为企业年金制度的创新发展提供参考。方法：采用

知识图谱法，选取中国知网中核心期刊，主题为“企业年金制度”，时间范围为2001年~2020为检索条

件，进行可视化分析。结果：手动筛出得到有效文献666篇；企业年金领域研究的首次高潮出现在2005，
在2017年达到最高潮；高校管理学院与经济学院研究成果在该领域排名靠前。结论：我国企业年金研究

领域出现的发文量高潮基本都在国家出台相关政策之后，主要集中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中第二支柱

的做大做强、企业年金基金账户的运营管理等方面。预测在今后的发展中，企业年金领域的研究会注重

个税递延政策，延迟退休，企业年金与职业年金协同发展这些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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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research hotspots of my country’s enterprise annuity system, and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 annuity system. Methods: 
Using the knowledge graph method, the core journals of CNKI with the theme of “Enterprise Annu-
ity System” from 2001 to 2022 were selected for visual analysis. Results: A total of 666 valid lite-
rature were obtained through manual screening. The first research boom in corporate annuities 
occurred in 2005 and culminated in 2017. The research output of the School of Management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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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chool of Economics is among the best in the field. Conclusion: The surge in the number of pa-
pers in the field of enterprise annuity research in my country basically occurred after the intro-
duction of relevant national policies, mainly focusing on the expansion and strengthening of the 
second pillar of multi-level and multi-pillar pension insurance.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of en-
terprise annuity fund accounts. It is expected that the future research on enterprise annuity will 
focus on the deferred income tax policy, delayed retirement, and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 annuity and occupational annu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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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国当前人口老龄化问题已十分严峻[1]，数据显示，截至 2020 年，中国 60 周岁及以上的人口数量

占总人口数量的 18.7%，老龄化速度超过世界平均水平[2]。企业年金制度在我国养老保险体系中处于核

心地位，十四五提出，要加快发展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全面提高企业年金覆盖率[3]。基于此，

本文利用 CiteSpace 软件，整理我国企业年金相关文献信息，生成直观的词频图，总结企业年金发展热点

及趋势，为我国企业年金的创新发展助力。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本文所收录文献来源于中国知网数据库(CNKI)，应用高级检索模式：主题为“企业年金”；时间设

置为 2001 年 1 月至 2020 年 12 月。结果显示共有 783 篇相关文献，手动筛除与主题不相关的文献，最终

得到 666 篇有效文献。 

2.2.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科学知识图谱法，将在中国知网(CNKI)按检索条件选取好的文本信息整合到一起生成文档，

应用 CiteSpace 软件进行可视化分析，其中具体使用了 Time Slicing、Text Processing、Node Types 等模块

功能[4]，并参考聚类模块指数(Q)和聚类轮廓指数(S)合理参数范围[5]，最终绘制成有效的关键词聚类等

直观词频图。 

3. 结果 

3.1. 时间分布 

2004 年以前，关于企业年金制度的文献较少，2004 年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发布了《企业年金试行办法》

[6]，2005 年出现了一个小高峰，发文量达到 39 篇，此后有些回落，在 2007 年社会保险法出台后，对企

业年金制度做出了各项具体规定，引发学者广泛讨论，2008 年发文量为 48 篇，达到次顶峰，2011 年至

2015 年，为企业年金快速发展阶段，相关政策出台较为密集，发文量稳定在 40 篇左右，直到 2017 年伴

随着《企业年金办法》出台，发文量激增达到最顶峰[7]。其变化趋势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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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Annual publication statistics 
图 1. 年度发文量统计 

3.2. 研究机构与作者分布 

本文将参数设置为“Node Types = Institution”，运行后导出发文量排名前 10 的研究机构，见表 1，
得到在企业年金领域进行研究的机构主要是高校管理学院与经济学院。再将参数换为“Node Types = 
Author；Time Slices = 1”运行，得到研究机构与作者共现图谱，具体参数为，484 个节点与 195 条连线，

组成的网络密度为 0.0017。根据图 2 显示，图谱网络密度远低于 0.1，说明研究学者在该领域的合作研究

不算紧密。 
 

Table 1. Top 10 research institutions in terms of journal volume 
表 1. 期刊发文量排名前 10 的研究机构 

序号 机构名称 发文量 

1 武汉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 20 

2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9 

3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 7 

4 武汉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 6 

5 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6 

6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 5 

7 中央财经大学保险学院 4 

8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4 

9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管理学院 4 

10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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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The authors of the study presented the atlas together 
图 2. 研究作者共现图谱 

3.3. 关键词词频统计 

设置参数为“Node Types = keywords”，选定“top50”，默认综合算法，得到企业年金领域的高频

关键词的知识图谱(见图 3)，Q 值 = 0.8875，参考 Q 值标准，得出该图谱网络结构合理，S 值 = 0.9767，
参考 S 值标准，认为该图谱的聚类结果合理。据此导出靠前的高频关键词，见表 2。 

 

 
Figure 3. Knowledge graph of high-frequency keywords in the field of enterprise annuity system 
图 3. 企业年金制度领域高频关键词知识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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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High-frequency keyword statistics 
表 2. 高频关键词统计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1 企业年金 125 19 受托人 10 

2 养老保险 32 20 金融危机 9 

3 养老金 30 21 中小企业 9 

4 职业年金 24 22 投资 8 

5 税收优惠 23 23 投资运营 8 

6 社会保障 21 24 投资收益 8 

7 个人账户 20 25 生命周期 8 

8 替代率 17 26 治理结构 8 

9 第三支柱 16 27 税收政策 7 

10 年金基金 16 28 风险控制 7 

11 社会保险 16 29 延迟退休 6 

12 养老金融 16 30 对策 6 

13 老龄化 14 31 资产配置 5 

14 养老基金 14 32 缴费率 5 

15 年金 13 33 个税递延 4 

16 养老保障 12 34 投资组合 4 

17 年金计划 12 35 精算模型 4 

18 企业 11 36 投资管理 4 

3.4. 突现词统计 

进行关键词突现，导出我国企业年金研究领域前二十五个突现词图，该图可以看出不同突现词开始

研究与结束的时间节点，突现词主要有“运作模式”“税收优惠”“风险控制”“年金监督”“税收政

策”“年金运营”“替代率”“改革”“职业年金”“个税递延”“多层次”“延迟退休”等，见图 4。 

3.5. 关键词时间分布情况统计 

在经过修剪得到图谱的基础上，进一步选定 Timeline View 功能，运行可以得到关键词时间聚类图(图
5)，该图是对关键词聚类图谱的进一步拓展，可以将聚类得到的关键词，以时间线的形式展现出来，可

以使我国企业年金的发展状况更加明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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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The top 25 strongest emerging keywords in the study of China’s enterprise annuity system 
图 4. 我国企业年金制度研究前 25 个最强突现关键词 

 

 
Figure 5. Timeline knowledge graph of enterprise annuity system 
图 5. 企业年金制度的时间线知识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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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 

4.1. 作者、机构发文情况 

2004 年《企业年金试行办法》出台之前，我国学者主要的研究方向在于讨论我国企业年金制度如何

设计等理论问题[8]，其中邓大松、刘昌平指出我们要在进行企业年金制度设计时，需重点从税惠待遇、

治理主体、多元化给付三个方面入手[9]。也有学者从企业年金对退休职工收入替代率[10]、税惠政策支

持[11]、国外企业年金计划现状出发[12]，为我国企业年金的发展贡献力量。结合作者贡献图谱(图 3)可
知，在企业年金领域进行研究的学者最为活跃的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郑秉文，他在 2006 年首次发文讨论

企业年金制度，重点研究我国企业年金制度改革这一方向[13]。就机构发文情况来说，武汉大学社会保障

研究中心发文量最高为 20 篇，该机构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基地，能够获得较多基金支持，前后进

行企业年金风险管理[14]、基金管理费模型[15]、个税递延等问题研究，在领域有较大影响力。根据表一

分析可得，发文量排名前 10 的机构，大都分布在北京、上海、武汉等城市，这些城市大多经济发达，企

业年金领域相关政策实施也会在这些城市优先推行。 

4.2. 企业年金制度热点分析 

结合前文统计的高频关键词知识图谱和突现关键词表，我们发现聚类主题中的社会保障、替代率[16]、
税收优惠、影响因素能够代表近些年企业年金的研究热点[17]。 

#1 聚类的主题为社会保障，主要包含养老保险、第三支柱、第二支柱、制度变迁、多层次、养老金

融、缴费基数、强制性、人口老龄化等关键词。该主题在老龄化背景下，结合养老保险三支柱模型，探

索如何做大做强第二支柱企业年金；主要表现在多层次下企业年金的定位，企业年金规模与社保缴费基

数之间的关系，企业年金制度设计等方面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2 聚类的主题是替代率，包含精算模型、缴费率、投资收益、个人账户、绩效评价、行为影响因素、

信息披露制度、性别差异等关键词。这一热点主题从企业年金建立门槛，个人账户管理，缴存机制等方

面，探讨造成企业年金替代率的原因；主要涉及个人账户空账、第一支柱基本养老保险普及率高，基金

规模大[18]、企业与个人缴存动力不强、现有企业年金投资收益不高、利用精算模型测算未来养老金替代

率等方面。 
#8 聚类的主题是税收优惠，包含税收政策、公平、社会政策、税收支出、精算分析、收入水平，个

税递延，创新政策等关键词[19]。该主题主要从经济、政策等角度、探索做强企业年金的新路径与新政策；

主要研究内容包括税收优惠与企业年金缴费率的关系、企业年金对养老保障体系发展的促进补充作用、

国外个税递延如何本土化、企业年金的改革如何兼顾公平等方面。 
#10 聚类的主题是影响因素，包含年金计划、年金信托、参保意愿、福利政策、财务政策、协同监

管、自动加入、养老储蓄等关键词。该主题基于企业年金发展的影响因素，从多角度进行了理论和实证

研究；主要内容企业年金的运行效率、企业年金参保意愿的影响因素、个人养老储蓄和福利政策与企业

年金的关系、年金计划与自动加入机制的借鉴意义等方面的研究。 

4.3. 企业年金制度的发展趋势 

我国企业年金这二十年来发展得十分迅速，企业年金的发展仍然围绕着制度改革问题，历经二十多

年的发展，早已成为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本文分析知识图谱，梳理这些年中央颁布

的各项相关政策，以及相关学者的主要研究成果，得出企业年金的以下发展趋势。因此，某个领域的研

究前沿通常随时间而变，不同时期的研究前沿往往不同。企业年金的研究前沿也随时间而变(见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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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运作模式”和“模拟”的突现率较高，这表明“运作模式”和“模拟”在 2003 年仍然

是国内企业年金研究关注的前沿。同时在 2004 年我国企业年金进入试点探索阶段，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颁

布《企业年金试行办法》《企业年金基金管理试行办法》和《企业年金基金管理机构资格认定暂行办法》

[20]。 
2006 年，“税收优惠”“风险控制”突现为国内企业年金研究的新前沿。“运作模式”的突现率骤

降，被“年金监管”“税收政策”“年金运营”代替。这说明自 2006 年我国企业年金已初步建立，学者

们开始关注企业年金运营方面的问题。2008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替代率”“风险管理”“金融危机”

代替“年金监管”“税收政策”“年金运营”成了新的研究前沿，都持续了 3 年以上。2010 年“期限结

构”昙花一现，2011 年“国际比较”“投资管理”“绩效评价”成了新的研究前沿，2012 年“风险管理”

“金融危机”“国际比较”“绩效评价”的突现率骤降，退出了研究前沿。 
2012 年，“投资运营”成了新的研究前沿，说明企业年金已初具规模，学者开始关注企业年金的经

济效用。2013 年“改革”成为了新的研究前沿。“投资运营”和“改革”相遇在 2014 年，说明我国企

业年金的发展已进入深水区。2014 年“职业年金”开始被学者热议，并为我国多层多支养老保险的相关

研究奠定了基础。2015“纳税递延”成为了新的研究前沿，紧接着 2016 年“职业年金”“纳税递延”的

突现率骤降，此后 2016 年的“个税递延”、2018 年的“多层次”“养老金”“延迟退休”成为该领域

学者研究重点，这也意味着我国开始企业年金改革的新探索，并延续至今，期间 2017 年“社保基金”成

为了新的研究前沿，并在 2018 年突现率骤降，退出了研究前沿。2019 年“社会保险”成为了新的研究

前沿并延续至今。总的来说，“个税递延”“多层次”“养老金”和“延迟退休”仍然代表着国内企业

年金研究领域的前沿，在未来尚存较大的研究空间和关注度，尤其是“多层次”。本文预测，我国企业

年金领域的学者，在今后的研究中将继续关注个税递延与延迟退休政策[17]，积极推动企业年金制度的改

革，重点关注企业年金与职业年金的协同发展[21]，以充分发挥企业年金在多层次养老保险中，作为第二

支柱的作用，健全我国多支柱养老金制度[22]，助力十四五时期中国经济的腾飞。 

5. 本研究的局限性 

本文存在很多的不足之处，检索范围锁定在了中国知网该领域的核心期刊上，使得一些普通期刊上

以及部分硕博士的优秀文章未收录在研究文本范围内，也使得研究文本范围较小，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研

究结果，会注意改进，今后的研究会结合国外企业年金计划相关的研究成果，积极借鉴好的一方面，从

而继续完善我国企业年金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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