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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China is in a stage of continuous accelerated development of population aging, and the 
problems presented by an aging society a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obvious. Conduct survey 
and research based on the overview of the location, and deeply analyze the old people’s percep-
tion of pension financial products, so as to provide more constructive suggestions for the current 
pension financial products, and achieve a smooth transition of the aging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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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我国处于人口老龄化不断加速发展的阶段，老龄化社会所呈现的问题也日趋明显。在对老年人选

择养老理财产品的影响因素、行为动机、行为目的做出全方位概述的基础上进行调查研究，深入分析老

年人对养老理财产品的认知，从而为当前的养老金融产品提供更多极具建设性的建议，更优质的实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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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老龄化社会的平稳过渡。 
 
关键词 

人口老龄化，养老理财，理财风险，理财规划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一) 研究背景 
人口老龄化已经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验证的普遍规律，同样也是无论哪个国家都必须要经历的

阶段。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呈现出进程明显加快、未富先老等特征。数据显示，2018 年末，中国大陆

总人口 139,538 万人，其中，60 周岁及以上人口 24,949 万人，占总人口的 17.9%。依照相关研究报告

的预测，2001~2020 年我国的老年人群数量每年将增加 596 万，年均增长速度达 3.28%。而 2021~2050
年属于加速老龄化阶段，老年人口年增加数量达到 620 万人，并且总人口慢慢由零增长朝负增长过渡；

2030~2050 年属于我国老龄化最严重的阶段，我国老年人口抚养比高达 40%~50%。在人口老龄化的背

景下，老年人将闲置资金进行理财规划是实现其高质量养老的重要手段，对于实现其自有资金的增值

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在我国，进行闲置资金规划中，风险偏好型、冒险激进型的老年人往往更愿意去

选择高风险、高回报的投资理财产品。诸如股票、期货等等。进行这类投资的老年人却承受着血本无

归的可能性。而风险规避型、保守稳妥型的老年人则更倾向于去选择低风险、低回报的投资理财产品。

类似银行的定额储蓄等等。进行这类投资的老年人面临着伴随着通货膨胀而带来的闲置资金难以维系

养老的可能性。过于极端的两种投资方式都很难帮助老年人充分利用闲置养老资金达到其优质养老的

目的。因此，对于开展我国老年人对养老理财产品风险的认知和防范的研究，可以更好的解决老年人

养老理财供需失衡的矛盾。 
(二) 文献综述 
笔者整理了老年人养老理财方面的文献，结果显示学术界对养老理财的关注度日渐增长，研究成果

显著，研究方式多样化，研究思路愈发开阔。研究观点主要以下方面： 
1、老龄化时代背景下老年人面临的养老困境 
穆光宗，张团[1] (2011)认为我国人口老龄化具备三个特点，即未富先老、未备而老和孤独终老。他

们认为我国的物质水平和与之相配套的社会保障体系并不健全。大部分老年人的养老金和医疗保障并不

足以支撑其安度晚年。 
黄佳豪，孟昉[2] (2014)认为伴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的逐渐加深，我国老年人对医疗护理的需求逐年

上升。但是目前我国的养老模式并不健全，并没有形成养老与医疗的有效对接。致使众多老年人在生病

时没有办法得到及时医疗。 
2、关于养老理财产品的特征 
刘建宇，张学成[3] (2018)认为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的逐渐加深，养老金融已成为业内关注的焦点。

近年来，各家商业银行逐渐重点部署养老金融产品。与其他相对成熟的银行业务相比，银行发展养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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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产品相对较晚，目前还处于尝试阶段，但整体发展状况良好。 
陈秀琼，侯薇薇[4] (2019)认为现行市场推出的养老理财产品与一般银行推出的养老理财产品并无明

显差异。银行推出的养老理财产品着重强调老年人的“稳健”理财需求，“提前储蓄，养老储蓄”等相

关概念并没有被体现在内。养老理财产品的产品体量较小，养老理财产品个性化定位不明显。 
3、关于老年人购买养老理财产品的风险以及养老理财产品的规划建议 
吴雅琴，吕晓乐[5] (2016)通过对锦州市老年人理财现状调查总结得出以下问题：老年人的理财风险

意识淡薄，极容易受到高收益的理财产品的欺骗。同时对投资与理财不区分，对于银行推出的产品就抱

着过分信赖的态度去尝试。以及老年人的理财规划缺乏流动性，老年人理财偏重收益而忽视了资金的变

现，结果造成在需要用钱时无法将理财产品变现。 
张艳英[6] (2015)认为老年群体在进行理财规划时应特别注重安全性，应多选择储蓄、国债等投资理

财方式。同时应保证资金的流动性，以备生活上的不时之需。最后应特别注重自身经济情况的差异性，

如果经济条件好的，则可以多配置相关养老金融理财产品。若经济条件一般，则要适当配置。同时可以

考虑新型的养老方式，具体包括信托理财、互联网金融理财、以房养老、减税养老等。 
总之，从上述三个视角分析学者对养老理财产品的研究，其特征是银行发展养老金融产品相对较晚，

目前还处于尝试阶段，整体发展状况良好。但是目前仍有巨大的发展空间，由于政策扶持相对较弱，以

及养老理财产品的产品体量较小，个性化定位不明显。再加上自身存在的的风险，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

养老理财产品发展受限，但是不可忽视的是产品自身存在对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完善和补充作用。笔者

认为设计满足老年人个性化且极具专业性的养老理财产品，针对老年人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以及经济条

件，并与之匹配相适应的养老理财产品，对于老龄化社会的平稳过渡极具战略意义。这也与本研究的切

入点相符合。 

2. 我国养老理财产品的现状 

养老理财产品顾名思义是针对老年群体所设计，以养老金为目的。一般由商业银行和正规金融机构

设计并发行的产品，将募集到的资金根据产品合同约定投入相关金融市场及购买相关金融产品，获取投

资收益后，根据合同约定分配给投资人的一类理财产品。从而实现其优质养老，以更高品质的物质基础

安享晚年。 
具体包括：银行养老理财、保险养老理财、基金养老理财、信托理财、互联网金融理财、以房养老、

减税养老等多种养老理财方式。 
1、商业养老保险规模小、涵盖的老年群体少 
养老保险产品具体包括：传统型养老险、分红型养老险、万能型寿险、投资连结保险等等。当前，

我国专业的商业养老保险机构共有十家，据《2018 年保险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截止到 2018 年年末，

保险业总资产为 183,308.92 亿元，是商业养老保险的资产仅为 29,217.50 亿元，因此实际上商业养老保险

的资产规模仍很小。一定程度上不能满足多数老年群体对于养老的需求并不能成为补充基本养老保险产

品的第三方有力支柱。 
2、养老目标型基金发展尚不成熟 
养老目标基金即以追求养老资产的长期稳健增值为目的，鼓励投资者长期持有，采用成熟的资产配

置策略，合理控制投资组合波动风险的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2018 年 8 月 6 日，首批养老目标基金获

准发行。首批有 14 只养老目标基金获准发行，它们所属的基金公司包括工银瑞信、华夏、南方、嘉实、

广发、中银、博时、富国、万家、中欧、易方达、鹏华、银华和泰达宏利。已成立 12 只养老目标基金：

67 万户首募合计近 40 亿元。为我国养老开辟出了新途径，成为养老第三支柱的有力供给产品。但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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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其仍处于初始发展阶段，尚不能充分解决目前我国养老的供需失衡问题 
3、倒按揭与中国传统观念的冲突 
“倒按揭”最早起源于荷兰，发展最成熟的是美国。美国的倒按揭贷款放贷对象是 62 岁以上的老年

人。发放形式包括联邦住房管理局有保险的住房倒按揭贷款、联邦住房管理局无保险的倒按揭贷款、放

贷者有保险的倒按揭贷款。在我国，由于受制度、观念、风险等因素的影响，“倒按揭”目前并没有被

老年人广泛接受。但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的逐渐加强，不可否认的是，“倒按揭”在我国还是有实施的

必要性。 
4、P2P 理财产品频频爆雷 
P2P 理财尤其受到一线城市老年人的欢迎，主要在于 P2P 理财操作简单、易上手且投资成本低、回

报高。但是目前也有许多 P2P 理财产品并不合规，比如出现的 P2P 理财产品的爆雷：指的是 P2P 平台因

为逾期兑付或经营不善问题，未能偿付投资人本金利息，而出现的平台停业、清盘、法人跑路、平台失

联、倒闭等问题从 2018 年 6 月至 2018 年 7 月中旬，短短 50 天，已有 163 家 P2P 网贷平台出现提现困难、

老板跑路等问题，许多老年人也因此遭受了一定程度的损失。P2P 爆雷的主要原因包括：过度包装，利

用高收益来吸引老年人的投资以及并没有相应的风险识别。 

3. 养老理财产品风险认知情况的分析 

(一) 问卷的设计及调查过程 
问卷设计以民众对养老理财产品风险的认知程度为切入点。问卷内容包括养老理财产品的品种、养

老理财产品的了解途径、养老投资理财产品中存在的问题、老年人主要收入来源等问题，调查过程中笔

者专门针对北京市的老年人群体分别发放了纸质和电子版问卷，经过对收集到的数据的不断筛选，共收

集到 119 份有效问卷。 
(二) 养老理财产品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1、市场产品的多样化凸显 
由图 1 我们可以发现，90%的老年人对现有市场上的理财产品有所了解，剩下的 10%对市面上存在

的理财产品并不了解。并且在他们之中，对养老理财产品的了解程度各不相同。例如，股票、保险、储

蓄、债券这类传统的理财产品的了解程度占比较高，分别为 20%、22%、21%、21%；相对 p2p 和信托这

种新型养老理财产品，老年人对其的关注度则比较过低，其中占比分别为 6%和 10%。老年人这一群体，

他们对理财需求的稳定性高且大多数人有一定的积蓄和时间，所以市场比较广阔，养老理财产品的设计

者们应针对不同的理财需求开发出更具针对性的产品。并且，伴随着的时代的发展，投资理财产品也有

一部分的创新，其中对于像 p2p 这样的新型理财产品，大部分的老年人了解的不多，说明老年人更愿意

在自己的熟悉的领域里进行投资理财，对于新款产品，老年人的可接受程度并不高。 
3、资金的活跃度不高 
从收集到的数据中得出，在“您认为自己的养老金是否够用”的一问中，57.01%的老年人认为自己

的养老金够用，29.91%的老年人认为自己的养老金不够用，13.08%的老年人不太清楚。目前老年人收入

的主要来源有退休金，银行储蓄，子女养老费等，其中，57.94%的老年人的资金来源是靠银行储蓄，将

其它一部分的退休后收入投资于银行理财产品和其它的投资理财产品。由此可知，北京地区大多数的老

年人的退休生活有保障，50%以上的老年人的退休金是能够支持其老年生活的正常开销，就理财方式而

言，老年人对银行的信任程度高，将大部分的资金都存储在银行，所以资金流通在市面上的活跃度并不

高，老年人的理财收益也就相对较低。 
4、老年理财观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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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Respondents’ understanding of financial products 
图 1. 被调查者理财产品的了解程度 

 

在调查的过程中还发现，在老年人有需要购买银行推荐的理财产品时，有 70.09%的老年人将本金安

全作为其投资理财产品的首要准则。如图 2 所示。而且从预期收益率从中也能看出老年人投资的保守性

和安全性，其中 46.73%的老年人的预期收益率为 2%到 4%之间，预期收益率相对较低，10.28%的人期望

在 8%以上。巴菲特之前也说过投资的第一条准则是保住本金，第二条准则是记住第一条。这条箴言用在

老年人的身上恰巧不过。老年人对于资金的可再生利用能力较低，他们更愿意选择低风险的产品，他们

期望选择可控风险的理财产品从而实现其预期收益率。如图 3 所示。 
 

 
Figure 2. Factors to consider for investment and financial management 
图 2. 考虑进行投资理财的因素 

 

 
Figure 3. Expected yield 
图 3. 期望收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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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老年人理财意识淡薄 
综合各类情况，老年人不知如何挑选出合适自己的理财产品进行投资占 57.01%、在购买时，不清楚

买入多少合适占比 52.34%，认为理财产品的设计太复杂占比 48.6%、不方便及时了解与理财产品市场的

相关信息占比 58.88%，这些问题都产品对老年人投资理财产生了很大的困扰，再加上老年人被骗的新闻

屡屡登上各大媒体的报刊，对于这些受害者，虽然不排除有些是因为老年人贪图便宜从而造成自身财产

的损失，但我们也不应该过于谴责这部分人，实则应该加强理财知识教育，从而提高老年人防范风险的

意识与能力，进一步促进我国养老事业的健康发展。 

4. 养老理财产品改进及老年人防范风险的建议 

为了使养老理财产品更好的满足老年群体的需要，笔者从政府、金融机构、投资者(此处特指老年群

体)三个方面探析并提出防范养老理财产品风险以及提高老年人养老理财认知的具体建议。 
(一) 政府加强特殊监管，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政府要针对养老理财产品出台极具针对性的法律法规，严惩欺诈老年人钱财的不法分子，有关部门

要坚决捍卫老年群体的合法权益，认真履行监管者的义务，让老年群体深刻意识到政府是其进行合法投

资理财的稳定靠山。 
政府可以选择与银行等商业机构进行养老理财产品方面的合作，开发设计出第三方存管账户，更好

的保障养老金的安全。从而增强老年群体对相关理财产品的信心。 
(二) 各类金融机构创新养老理财产品的品种，加大宣传力度 
银行应开发极具个性化与专业化程度高的养老理财产品，丰富和完善养老理财产品品种，让产品更

能满足顾客的需求，从而实现产品供给与顾客需求的完美对接。银行应通过报纸、杂志、网络自媒体等

多种途径加大宣传力度，拓宽老年群体的认知渠道，从而增强产品的关注度与活跃度。 
(三) 投资者要提高自身金融素养，增强识别理财风险的能力 
基于此前频发的 P2P 爆雷事件，老年群体要多去学习金融知识，努力提高自身金融素养，完善自身

金融知识体系，从而在选择金融理财产品时能够及时识别风险，从而规避风险。任何理财产品都有风险，

收益越高，风险就越大，老年群体要对自身风险承受能力以及预期收益率有一定的把握，从而更好地实

现资产的保值增值，以高品质的生活质量安享晚年。 

5. 结论 

总体来讲，笔者通过问卷发现了当前养老理财存在的问题：老年人作为投资者市场参与度不高，投

资相对保守；各类金融机构并没有开发出针对性更强的养老理财产品。因此笔者建议，投资者要丰富自

身的金融知识，努力提高自己的投资能力；金融机构则应开发出更适合老年人投资的养老理财产品；政

府则应为投资者和金融机构提供政策支持，努力解决这两者之间存在的供需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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