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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利用CiteSpace6.1.R2软件，以2002~2021年中国知网数据库中关于企业年金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

索引期刊研究文献为对象，对文献进行计量分析，系统总结了企业年金领域的研究现状、研究脉络及研

究趋势，建构了二十年来企业年金的知识图谱。研究发现，近二十年我国学界关于企业年金的研究大致

可分为“2002~2006年”、“2007~2011年”、“2012~2021年”三个阶段；企业年金研究主题相对

集中，主要聚焦于替代率、缴费率、税收优惠、投资等方面；今后一段时间，如何促进包括企业年金在

内的多层次养老保险制度体系的完善和发展，以及如何建立起有针对性的、多层次的企业年金制度将成

为学界研究新的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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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using CiteSpace6.1.R2 software, in 2002~2021 China knowledge network database of 
Chinese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 journal research literature as the object, by the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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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surement analysis, the system summarizes the research status, the context of enterprise an-
nuity for twenty years. It is found that the research on enterprise annuity in China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2002~2006”, “2007~2011” and “2012~2021”. The research topics are relatively 
concentrated, mainly focusing on the substitution rate, payment rate, tax preference, investment, 
etc. In the future, how to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and development of the multi-level endow-
ment insurance system including enterprise annuity, and how to establish a targeted and mul-
ti-level enterprise annuity system will become a new hotspot of academic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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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企业年金是企业在依法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依据自身的经济状况，按照相关法律自主建立

的补充性养老保险。企业年金是对我国基本养老保险的重要补充，是我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体系的第二

大支柱，企业年金的建立和完善有助于缓解基本养老金压力，减轻公共财政负担，促进我国养老保险体

系的可持续性发展。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十四五”规划纲要，指出要发展多层次、多支

柱养老保险体系，提高企业年金覆盖率。2021 年 11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

工作的意见》，进一步强调要完善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大力发展企业(职业)年金。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

程度日益加剧，基本养老金的支付压力进一步增加，企业年金的补充性保障功能亟待发挥，由此可以预

见，企业年金仍将是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国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这既是理论研究深化发展的必然要求，

也是应对我国现实国情的应有之义。 
我国的企业年金制度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开始逐步探索，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我国学界围绕企

业年金这一研究主题逐渐展开了多维度、多层面的学术研究与讨论，也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对

已有文献的梳理和分析，能够帮助我们对企业年金的研究现状及趋势有更加明晰的了解，从而为今后的

理论研究及实践提供一定的参考。因此，本文利用 CiteSpace6.1.R2 软件，以 2002~2021 年中国知网数据

库中关于企业年金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以下简称 CSSCI)期刊研究文献为对象，对文献进行计量分

析，系统总结企业年金领域的研究现状、研究脉络及研究趋势，建构二十年来企业年金的知识图谱，以

期为今后企业年金研究提供些许帮助。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 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中国知网数据库作为数据来源，以“企业年金”为主题词进行检索。根据初始文献数据自

身的发表时间，本文将时间范围限定在 2002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之间，共检索出学术期刊

6718 篇。为确保研究的准确性和科学性，本文选取 CSSCI 期刊文献作为研究对象，筛选后共得到 797 篇

相关文献。经过人工剔除与筛选后，最终保留了 464 篇有效文献作为本文的研究样本。 
(二) 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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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运用 CiteSpace6.1.R2 可视化软件对样本数据进行处理，对企业年金研究领域的学者及其相互合

作、关键词共现及聚类等进行分析，探寻国内学界在企业年金领域的研究热点和研究趋势。 

3. 文献计量分析 

(一) 年度文献数量分析 
在中国知网数据库中可查询到的最早的关于企业年金的正式文献发表于 1997 年，而在本文选取的样

本中，关于企业年金的研究始于 2002 年。如图 1 所示，从 2002 年至 2008 年，国内学界对于企业年金领

域的关注度日益增长，发文数量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在 2008 年达到峰值，年发文量达 46 篇。而自

2009 年至今，学界对于企业年金领域的研究热度有所降低，除 2014 年和 2017 年发文数量较之前有所回

升外，总体上呈现下降的态势。从总体上来看，学界关于企业年金的研究及年度发文趋势是与国家政策

的出台密切相关的。继 1997 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决定》中首次提

出在国家政策指导下大力发展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后，2000 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

的试点方案》中再次提出有条件的企业可以为职工建立企业年金，学界也因此开始将目光投掷于企业年

金的研究上，对于企业年金的研究逐渐深入。而 2017 年学界再次掀起的研究高潮也是围绕 2016 年 12 月

20 日通过的《企业年金办法》展开的。 
 

 
Figure 1. Change trend of annual research volume of CSSCI journal enterprise annuity from 2002 to 
2021 
图 1. 2002~2021 年 CSSCI 期刊企业年金研究年度发文量变化趋势 

 
(二) 学者及机构合作网络分析 
运用 CiteSpace6.1.R2 可视化软件运算，可得到学者分布及其合作网络图谱，如图 2 所示。该图谱概

括性地显示了企业年金研究领域的主要学者，图谱中学者名字越大，代表其发文数量越多，而不同学者

之间的连线则代表了其相互之间的合作发文情况。企业年金研究领域的主要学者中，郭磊发文数量最多，

达 9 篇；其次是刘军丽、林义、郑秉文、翟永会等四位学者，其发文数量均为 6 篇；再次是刘昌平、牛

海、朱铭来、殷俊、于新亮等五位学者，其发文数量均为 5 篇。从学者合作情况来看，样本中 437 位学

者之间共发生了 198 次合作，网络密度仅为 0.0021，除于新亮、朱铭来、程远等学者与其他学者之间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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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定程度的合作之外，绝大多数学者均是独立研究，即企业年金领域的合作研究较少，且并不紧密。 
 

 
Figure 2. Distribution map of core scholars in CSSCI Journal from 2002 to 2021 
图 2. 2002~2021 年 CSSCI 期刊企业年金研究核心学者分布图谱 

 
从主要研究机构方面来看，在企业年金研究领域，发文数量最多的机构是中国人民大学，共 39 篇，

远超其他机构；第二梯队包括武汉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和上海财经大学，其发文数量分别为 25 篇、20
篇和 19 篇；第三梯队包括西南财经大学、北京大学、同济大学、四川大学，其发文数量分别为 14 篇、

14 篇、14 篇、13 篇；其余机构发文量则均在 10 篇以下，见图 3。由此可见，高校机构对于企业年金领

域的研究较为广泛，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 
 

 
Figure 3. Distribution of major research institutions of CSSCI journals from 2002~2021 
图 3. 2002~2021 年 CSSCI 期刊企业年金主要研究机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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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关键词分析 
1) 关键词共现分析 
图 4 是企业年金关键词共现图谱，其中共有关键词 475 个，连线 940 条，密度为 0.0083。关键词共

现图谱中，圆圈代表关键词节点，圆圈越大，代表该关键词出现的频率越高，圆圈颜色越多，代表该关

键词作为研究对象持续出现的时间越长。而关键词节点之间的连线则代表不同关键词之间的联系，连线

越多，代表不同关键词之间的联系越紧密。如图 4 所示，“企业年金”这一关键词本身即为该研究领域

出现频次最大的关键词，也是该研究领域中出现时间最长的词，始终贯穿于 2002 年至 2021 年的研究过

程中，由此可以看出，企业年金这一核心概念一直是这一研究领域的核心内容，其他具体内容的研究均

是以此为基础展开的。此外，“替代率”、“养老保险”等属于前些年学界的关注焦点；“税收优惠”

在早期也备受学界关注，尽管期间其热度有所降低，但近些年来又重新回到学者的研究视野当中；而“职

业年金”、“治理结构”、“多层次”等是近几年新兴起来的研究热点内容。 
 

 
Figure 4. CSSCI journal enterprise annuity in 2002~2021 
图 4. 2002~2021 年 CSSCI 期刊企业年金主要关键词共现图谱 

 
2) 关键词时区分析 
图 5 是关键词时区分析图谱，从左至右依次为 2002 至 2021 年二十个年份，它从时间维度上反映出

企业年金研究领域的研究演进趋势。在时区分析图谱中，圆圈同样代表关键词节点，且关键词出现频次

越多，与之对应的圆圈则越大，此外，关键词节点所处位置表示其首次出现的年份。连线同样代表不同

年份出现的关键词之间的联系。结合相关文献，可将企业年金研究脉络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02~2006 年)，在这一阶段，随着企业补充养老保险正式更名为企业年金并在辽宁省开展

试点工作，学界对于企业年金的关注越来越多，企业年金的研究热度不断攀升，不同学者从不同维度切

入展开深入探讨，多个时间跨度较长的研究主题均是在这一阶段首次出现，如企业年金、职业年金、税

收优惠等，为之后的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础。这一阶段我国的企业年金制度仍处于初探阶段，无论是制度

框架、运行主体，还是管理方式、监管方式，均是在摸索中前行，因此，很多学者试图通过借鉴国外经

验以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企业年金发展道路。刘钧详细分析了美国企业年金计划的内容和运作模式，提

出我国可由商业保险公司经营企业年金并与社会保险有效衔接[1]。朱青在分析了国外企业年金计划的征

税模式的利弊后，提出了我国企业年金税制设计应遵循有利于鼓励企业举办养老金计划、税制一致、考

https://doi.org/10.12677/orf.2023.135418


于都涵 
 

 

DOI: 10.12677/orf.2023.135418 4193 运筹与模糊学 
 

虑财政承受能力、避免税收漏洞等基本原则[2]。 
第二阶段(2007~2011 年)，经过前一阶段的研究拓展，这一阶段研究主题基本趋于稳定，大致围绕前

一阶段主题继续开展深入研究，同时，也出现了诸如个人账户、缴费率等新的研究热点，研究成果较前

一阶段出现显著增长。李曜在综合了西方理论和我国现实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基于发起企业经营业绩

的企业年金投资组合模型[3]。朱铭来、陈佳利用精算模型测算了两种主流的税收优惠模式，提出在我国

国情下，EET 税制更具有优越性[4]。张思锋、孙博等人利用模型分别预测了男性和女性的企业年金替代

率，认为我国企业年金替代率存在性别差异，提出应当通过增加企业年金缴费率和延迟退休等方式提高

女性职工企业年金替代率[5]。黄诚从个人账户运营过程的角度建立起数学模型，运用定量的方法分析了

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工资替代率的敏感性，提出企业年金运营的重点在于提高个人账户的投资收益水平[6]。
王晓东、袁飞从企业人力资源战略的角度出发，探究企业年金得以建立和发展的经济动因，他们认为，

企业年金制度是一种人力资源管理战略，有利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7]。王晓芳、翟永会创新性地将城镇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企业年金的参保群体进行分类，分别测算其缴费率[8]。从总体来看，这一阶段学界

对于企业年金的研究主题较为多样，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切入对企业年金的各个方面进行了

剖析，研究内容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 
第三阶段(2012~2021 年)，这一阶段学界对于企业年金的研究热度稍有减退，科研成果数量相对前一

阶段有所减少，但随政策变迁也存在一定波动。除前两阶段出现的部分时间跨度较长的研究主题仍为学

界所关注外，也出现了新的研究热点，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多层次。郭磊、苏涛永运用定量方法测算养

老金差距，发现企业年金同时具有扩大企业职工养老金差距和缩小企业与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养老金差距

的双重影响[9]。刘军丽将企业年金对企业的激励作用归纳为企业吸引力、企业和谐度、企业生产效率和

企业管理满意度四个方面，并进一步探讨了当前阶段企业年金在上述四个方面激励作用的有效性[10]。郑

秉文认为，参与率过低是阻碍我国企业年金发展的关键，提出应将扩大参与率作为完善当前养老保险制

度体系设计的重点内容[11]。李倩倩、李庆霞等则在梳理总结欧美发达国家经验的基础上，提出通过建立

由职业年金、“软强制”企业年金和“自愿性”企业年金共同组成的多层次企业年金制度来扩大我国企

业年金参与率[12]。 
 

 
Figure 5. Research on the evolution time zone map of enterprise annuity 
图 5. 企业年金的研究演进时区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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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研究主题分析 
利用 CiteSpace6.1.R2 软件对样本关键词进行聚类，可得到如图 6 所示的企业年金研究主题的关键词

聚类图谱。该图谱中共有 469 个关键词节点，928 条连线，网络密度为 0.0085。关键词聚类即是将多个

紧密相关的关键词集合到一起聚成一类，如图 5 所示，该样本关键词共聚成 10 类，分别是#0 企业年金、

#1 职业年金、#2 税收优惠、#3 养老保险、#4 受托人、#5 年金基金、#6 年金、#7 缴费率、#8 政策支持、

#9 资产配置。根据上述 10 个聚类，可将企业年金研究大致划分为企业年金投资、企业年金税收优惠、

企业年金缴费率三大类主题进行分析。 
 

 
Figure 6. Enterprise annuity keyword cluster map 
图 6. 企业年金关键词聚类图谱 

 
1) 企业年金缴费率 
我国的企业年金制度是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开始逐步探索的，截止 2021 年，全国范围内建立企业

年金的企业已达 11.75 万余个，参加企业年金计划的职工达 2875.24 万人，企业年金积累基金达 26406.39
亿元，尽管近年来企业年金规模显著增长，但从总体上看企业年金覆盖范围仍然较窄，难以有效发挥补

充性养老保障的作用。企业年金作为我国养老保险制度体系的第二大支柱，同时也是一种企业内部的人

力资源管理战略，建立企业年金虽然会给企业带来一定经济负担，但同时也能够对职工产生激励作用，

为企业吸引人才、留住人才，过高或过低的缴费率都会打破平衡，不利于企业乃至整个社会经济的健康

发展，因此企业年金缴费率的确定需要考虑多重因素，审慎决定。 
不同学者运用动态博弈模型[13]、同时包含隔代教养和延迟退休的 OLG 模型[14]、精算模型[15]等多

种定量研究方法，从不同影响因素切入，测算适合我国当前国情的最优缴费率。总体来看，企业年金缴

费率的确定应当将退休年龄作为重要的综合考量要素之一，同时，应当鼓励不同行业企业根据自身实际

情况设置合理的缴费率，实施有针对性的差别化管理[16]。 
2) 企业年金投资 
企业年金投资是企业年金制度的关键一环，是企业年金基金实现保值增值的关键所在。学界对于企

业年金投资的研究主要从投资风险、投资工具和投资监管三个方面展开。风险是可能发生的危险事故与

事故发生造成的后果的组合，任何投资行为都会面临一定的风险。企业年金投资风险是指企业年金在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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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运营过程中，由于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因素，容易出现最终结果与预期目标偏离的现象，从而造成年金

受损，无法实现保值增值的目标。企业年金投资风险可分为系统性风险和非系统性风险两类，系统性风

险是由于客观因素造成的风险，其与市场状况及变动有关，如利率风险、政策风险等；而非系统性风险

则是由于年金基金管理机构自身原因等主观因素所造成的风险，如财务风险、经营性风险等。两者相较

而言，前者较难规避，而后者较易规避。可利用波动率、系统性风险指标、主动性下行风险和剩余跟踪

误差等一系列指标对风险进行识别和控制[17]。 
鉴于企业年金的特殊性，投资工具的选择需要格外慎重，既要能够保证年金基金的安全完整，也要

保证具有一定的流动性和收益性。关于不同投资工具的优劣比较、如何拓展投资工具种类以及如何组合

不同的投资工具以更好实现企业年金投资目标一直是学者们研究的焦点。我国应适度增加高风险–高收

益类金融工具的使用[18]，以提高年金基金投资收益率，进一步实现年金基金增值的目标。 
监管活动贯穿于企业年金制度运行的全过程，由于投资在企业年金制度中居于重要地位，它关系到

退休职工是否能够领取到有较高替代率的养老金，因此，对于投资的监管尤为重要。企业年金的投资监

管模式可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定量限制监管，一类是审慎人规则监管[19]。定量限制监管即是对企业年

金投资在量上做出具体的硬性规定，具有较强的限制性，投资管理人所能够自由调配的空间较小，监管

程度更为严格，这种监管模式是我国当前所采用的；而审慎人规则监管与前者相比则较为宽松，有明确

数量规定的硬性要求相对较少，投资管理人拥有更大的自由，但相应的，这种监管模式对于投资管理人

的能力也有更高的要求。 
3) 企业年金税收优惠 
税收优惠是国家为推行企业年金制度所提供的支持政策，不同国家对于具体的税收优惠政策的选择

各有不同，但整体而言，基本都是围绕缴费、投资和支付三个环节给予不同程度的税收优惠。我国企业

年金制度的缴费由企业和职工个人共同负担，企业缴费不超过上年度职工工资总额的 1/12 的可计入当期

经费损失中扣除，个人缴费不超过计税基数的 4%的可从当期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这种制度使得不同工

资收入的职工在企业年金税收负担方面面临不平等[20]，未来应通过设立缴费及扣除上限的方式消除这种

不平等。当前我国企业年金的支付是按照收入所得的标准征收个人所得税，这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削弱

了职工参加企业年金计划的意愿，因此未来应探索更加科学合理的征税方式，如对于职工个人缴纳的累

计所得不征税，而由企业缴纳的部分则按照相应标准征收个税。 
此外，税收优惠政策作为一种提高企业和职工参与企业年金制度意愿的积极政策，尽管有利于在一

定程度上扩大企业年金的覆盖范围，但势必也将给国家财政带来不小的压力，且随着企业年金参保规模

的不断增长，财政压力也会随之增加，政府能否有效应对财政压力也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有学者的研

究显示，2030 年前后，政府因企业年金税收优惠所面临的财政负担将达到最大，但仍然处于可控范围内

[21]。因此，税收优惠政策的施行并不会对公共财政构成威胁，当前首要任务仍是提高雇主和雇员的参与

意愿，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 

4. 结论与展望 

本文以中国知网数据库中我国企业年金研究 CSSCI 论文为数据样本，运用文献计量的方法，对我国

二十年来企业年金研究的演进脉络和热点议题进行了可视化分析。 
首先，从研究现状来看，企业年金制度自初建至今一直受到学界的关注，尽管近年来相关文献数量

较之前有所减少，但仍保持在相对较高的稳定水平上，这表明企业年金研究已成为我国学界研究较为深

入的领域。从学者分布来看，在企业年金领域存在着几位领军式人物，但学者之间的合作相对较少，这

不利于学术交流的展开，今后应加快推进建立学术合作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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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从研究主题来看，企业年金研究均是围绕企业年金这一核心概念展开的，在此基础上，学者

从不同微观侧面对其进行深入剖析，包括辨析企业年金与基本养老保险的关系、探寻有效的税收优惠政

策、探讨我国当前企业年金制度存在的问题以及改进路径、梳理影响企业年金缴费率的因素以及如何确

定科学合理的缴费率等诸多主题。总而言之，企业年金已经发展成为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研究领域。 
最后，从研究趋势来看，随着党和国家进一步强调要完善多层次养老保险制度体系、提高企业年金

覆盖面，我国企业年金的研究也将持续开展，更加关注如何促进包括企业年金在内的多层次养老保险制

度体系的完善和发展，以及如何建立起有针对性的、多层次的企业年金制度。 
展望未来，我国的企业年金研究在以下几方面仍有进步空间： 
首先是增强理论层面的深度剖析。我国已有的企业年金的文献对企业年金的制度构想及缴费率确定

研究较多，但是对制度理论来源的探讨较少。回溯总结研究领域中相关的研究理论，能够对研究逻辑提

供学理支撑，进一步分析和验证企业年金制度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为实践提供更为扎实的理论基础，从

而更好指导实践的展开。因此，今后的企业年金研究应多梳理研究议题的相关理论研究，以理论研究的

深厚基础支撑实践的创新，以实践的多样化促进理论研究的深化。 
其次是增加国际比较研究。近年来我国企业年金的研究成果大多是停留在针对我国国情的单一层面

上的分析，而对于国际比较的研究较为缺乏，但国际上许多发达国家企业年金制度的建立与发展远远早

于我国，现阶段的发展程度已趋于成熟，尽管国情存在不同，但其经验依旧值得我们借鉴。因此，要增

加对企业年金国际比较的研究，即使了解把握发达国家企业年金的先进经验，这有助于促进我国企业年

金的进一步发展。 
最后是加强学术合作与交流。研究团队与研究机构之间应广泛开展科研合作，不同学术意见的碰撞

能够促进创新，提升科研成果产出效率与质量。此外，还应坚持以多学科交叉互融的视角展开研究，打

破原有的学科边界，有利于促进研究成果更具综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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