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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12日中午，重庆市渝中区大溪沟
街道人和街社区养老服务站内的“老年餐
厅”开饭了——10 多位老人热热闹闹地围
坐在一起，吃上了香喷喷的热菜热饭。服
侍老人们吃好后，餐厅的陈阿姨又将三荤
一素舀进保温桶里，准备为居住在社区内
的两位空巢老人送上门。“他们腿脚都不方
便，又是空巢老人，需要我们上门服务。”陈
阿姨说。

为老人们做饭送饭，仅仅是人和街社
区养老服务站工作的一部分。据了解，人
和街社区现有老年人超过 1000 人。2013
年，大溪沟街道将原人和街社区居委会办
公用房改造建设成为养老服务站，并引入
当地的社工服务机构——重庆冬青社会工
作服务中心负责运营。冬青社工居家养老
项目负责人欧梦玲告诉记者，人和街社区

养老服务站重点为孤寡老人、特困老人和
独居老人提供日常生活照顾服务和生活护
理服务，并组织开展各种文体活动，让老年
人走出家庭、融入社区，享受便捷的就近养
老服务。

记者在采访时看到，面积 200 多平方
米的养老服务站内除了老年餐厅，还建有
康复器材室、阅览室和休息娱乐室等。“以
前退休后只能待在家里，感觉很孤独，邻里
之间也不认识。有了这个服务站，我跟邻
居一下熟悉了，邻里关系融洽了，更重要的
是老人们有了精神寄托，相互之间也有了
照应。”76 岁的人和街社区居民张舒蓉说，
自己每周二都会约上邻居或者老同事到服
务站来聊天和健身，这里也成了老人们聚
会的地方。

渝中区民政局副局长张全辉告诉记

者，像人和街社区这样的养老服务站，目前
在渝中区共有 37 个。据介绍，渝中区是重
庆市最早进入老龄化的城区，截至 2013 年
底，渝中区 60 岁以上的户籍老年人口达到
13.95 万，占户籍人口的 25.4%，其中常住
老人 11 万人，平均每个社区有 1400 名老
年人。

为满足独居、空巢老人养老需求，渝中
区通过建立政策体系和强化管理服务，着
力构建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养老为依
托、机构养老为补充的社会养老服务体
系。记者了解到，渝中区将社区养老服务
纳入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并
于 2013 年 6 月出台并实施了《重庆市渝中
区社区养老服务中心（站）建设及运行扶持
规定》，在重庆市范围内率先为社区养老服
务中心（站）提供启动补助和运行补助。

“一方面改造旧的社区办公用房，建设
社区养老服务站；另一方面，按照‘管办分
离’原则，将社区养老服务站全部交由专业
的社会组织运营，采取政府向养老服务站
购买服务的方式为老人提供养老服务。”张
全辉介绍说，自 2013 年 10 月以来，渝中区
已投入 1000 多万元对 6900 平方米场地
进行改造，并引入大田小家家政公司、冬青
社工等一批社会力量进行运营服务。

值得一提的是，渝中区还引进了人保
财险公司，在重庆市率先向全区的养老服
务机构、社区养老服务站推出了养老服务
机构责任保险、社区养老服务中心(站)公
众责任保险。其中，每个社区养老服务站
保险费为 1080元，每次事故最高赔偿额度
20 万元。根据规划，渝中区将实现养老行
业养老服务保险全覆盖。

重庆市渝中区引进社工服务机构运营养老服务站，并提供养老行业养老服务保险——

“买”来养老贴心人
本报记者 吴陆牧 冉瑞成

老龄金融既是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老龄产业的核心。在

老龄化加速发展的前提下，大力发展老龄金融业，不仅关系到老年群体

的生活质量，也有利于金融业乃至整个宏观经济的健康运行。

现代金融业中，老龄金融举足轻重。
在西方发达国家，老龄金融是现代金融体
系的主体板块，大力发展老龄金融是未来
国际金融业的主攻方向。

“ 以 美 国 为 例 ，2012 年 ，美 国 人 口
3.11 亿，金融行业从业人员就有 621 万
人，其中 60%从事老龄金融业；2013 年，
美国私人养老金总资产达到 19.6 万亿美
元，超过美国当年的 GDP 总量，占全美家
庭金融资产的比例高达 29.3%。”中国老
龄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党俊武说，“而在
2012 年，我国有 13.5 亿人口，全国同期金
融行业从业人员只有 527万人。”

数据显示，目前我国 60 岁以上人口

已经超过 2 亿，2053 年将达到 4.87 亿。
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发展，将带来人力资源
结构、消费结构、投资结构、储蓄结构乃至
社会经济结构的重大转型。在此背景下，
大力发展老龄金融，充分利用金融手段和
金融工具实现“老有所养”，不仅关系到我

国老年群体的生活质量，更影响我国金融
业乃至整个宏观经济的健康发展。

目前，我国的金融市场发展还不够完
善，投资产品种类少、选择单一，导致很多
老年人都选择银行储蓄方式养老。据不
完全统计，我国有近 90%的老年人都选

择储蓄养老。实际上，养老储蓄具有流动
性和灵活性较差的缺点，大规模储蓄非常
不利于老年人应对突发疾病等急需使用
大笔资金的情况。而随着老龄化的加剧
和我国金融业的发展，人们为了寻求更多
的自我保障，对商业保险、基金、信托等金
融产品的需求必将越来越多。

“人口老龄化为我国金融业发展带来
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中国老龄科
学研究中心战略研究所副所长王海涛说，

“日益加快的老龄化进程带来了巨大的老
年金融市场需求，但是我国现行的金融架
构和产品体系尚无法满足这些需求，金融
业应该作出相应的调整。”

目前我国老龄金融发展尚处于起步
阶段，以养老储蓄为代表的传统老龄金融
服务依然处于银行类老龄金融产品的主
流地位。在保险类老龄金融产品方面，基
本养老保险制度执行情况较好，企业年金
正在成为完善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体系的

“第二支柱”，商业养老保险作为老龄金融
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保险公司已经
推出不少商业养老保险产品。

“银行、保险、基金、证券等金融机构
已经意识到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机遇与挑
战。”王海涛说。

2012 年，上海银行设立老龄金融部，
专门为养老金客户提供服务；中信银行率
先在国内试点“养老按揭”业务，可以将不

动产变成持续稳定的现金流，为老年人提
供稳定的养老保障；长城人寿推出“长城
祥顺老年意外伤害保险”；中国人寿推出
针对失能老年人的“国寿康馨长期护理保
险”；2011 年，我国第一只养老保障信托
产品“元勋居养”养老保障性（信托）基金
诞生⋯⋯

然而总体来看，当前我国许多专属养
老金融产品与普通的金融产品并没有实
质性区别。其中，养老保险发展迅速，但
却呈现“品种多、门槛多；参与人数少、监
管少”的特征。“要想加入养老保险，需要
首先完成保险公司要求的评估报告，其内
容繁多复杂，而且即使完成了评估报告，

要想被评估为理想的被保险人也不容易；
而由于保险信息不对称，保险公司为争取
客户而进行违规操作的情况时有发生，使
保险业的自律性和监管力度受到质疑。”
中央财经大学副教授陈俊华说。

此外，基金公司相较于银行、保险公
司等传统养老金融产品主体，更具有专业
性与灵活度，但从渠道营销和品牌影响力
来看，还处于相对劣势；信托作为专注资
产管理的金融产品，其诸多特性都符合我
国养老功能的需求，未来可充分利用；由
于老年人特殊的投资需求和风险偏好，目
前直接股票证券投资在养老金融产品序
列中相对缺乏前景，但在投资结构与特征
方面，债券市场存在一定发展机会。

金融业的新机遇

老人对商业保险、基金、信托等金融产品的需求日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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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快速发展趋势和“未富先

老”、“未备先老”的现状，使我们清醒意识到，完全

依靠政府难以全面解决日益增加的老年人口的养

老保障问题。建立多层次、多支柱的老龄金融体

系，加强政府干预和市场调控的有效结合，才是解

决我国养老难题的根本途径，也是新的历史条件

下，实现金融业创新发展的必然选择。

当前，我国的老龄金融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

实践中，还存在着产品不够丰富、操作不规范、信

息不透明等问题。在发展之初，深刻认识老龄金

融的重要性，为其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让老龄金

融一开始就在规范中健康发展尤为重要。

规范老龄金融发展首先要构建良好的金融法

治环境。要坚决制裁各种非法金融行为，依法保

障金融债权，维护金融机构的合法权益，确保金融

安全稳定；要建立健全信用惩戒机制，完善社会信

用体系，推进金融信息共享，同时广泛开展国民信

用宣传教育，创造诚实守信的良好金融环境；要加

强金融监管，推动金融监管协调服务机制不断健

全，建立风险处置长效机制，加强金融机构内控制

度建设，规避重大风险隐患，切实防范系统性金融

风险。

与此同时，全社会尽快建立起老龄金融的新

观念也十分必要。由于老龄金融在我国发展较

晚，全社会对老龄金融这一领域了解较少。在业

界，应该了解老龄金融是老龄化经济体的重中之

重，在西方发达国家，老龄金融已然成为现代金融

体系的主体板块。在我国，伴随着人口老龄化的

加剧，也必须尽快构建起包括老龄金融在内的、顺

应老龄社会需求的新型金融体系。这不仅关系到

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成败，也关系到宏观经济的健

康运行；对公众，应该逐渐树立起金融养老新观

念，在传统的养儿防老、储蓄养老以及依靠国家基

本养老保障之外，尝试逐渐改变对金融产品的相

对保守态度，尤其是在年纪还不老时，选择一些老

龄金融产品，不仅可以充分利用闲散资金，还可以

未雨绸缪，为年老后的自己挣得更丰厚的资金积

累。在此过程中，必须要开发出符合老年人实际

需求的多样化老龄金融产品，并保障老龄金融业

的规范操作与发展，这是发展老龄金融的前提。

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人口老龄化为金融

业的转型发展打开了机遇之门，有预测说，未来我

国涉老资本将超过目前的 GDP 总量，中国的老龄

金融业将是未来全球最大的老龄金融市场。让这

个“全球最大的老龄金融市场”蓬勃发展并充分发

挥出其应有作用，“规范”必须是第一步。

老龄金融：

规范“二字”千钧重
张蔚蓝

北京希望工程：

寻访爱的印记
本报记者 吴佳佳 通讯员 高 杨

我国涉老资本将超过目前的我国涉老资本将超过目前的GDPGDP总量总量——

老龄金融大有可为老龄金融大有可为
本报记者 陈 郁

本版编辑 佘 颖

声 音声 音

创新产品和服务

保险类、信托类和房地产类老龄金融市场将会优先得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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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的老龄金融领域最大的问
题是缺乏创新，主要体现在产品形式单
一，没有充分考虑到老年人的实际需求，
在老年人群中认知、接受程度低等。《社会
养 老 服 务 体 系 建 设 规 划 (2011—2015
年)》提出，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在风险可
控和商业可持续的前提下，创新金融产品
和服务方式，改进和完善对老龄服务业的
金融服务，增加对老龄服务企业及其建设
项目的信贷投入。

“创新发展老龄金融产业是必然选
择，要发挥和整合社会资本、开发性金融
力量、风险投资等多种类多行业的金融力
量，实现多元化、多层次、人性化、简单化、
均衡化的可持续老龄金融市场格局。”王

海涛说。
一般人总认为老人对新鲜事物的接

受程度低，有一两款产品就够了。其实
不然。开发老龄金融产品要注重群体适
用性，体现地域差异性，开发出真正符合
老年人实际需求的产品。同时要加强业
态融合，推进老龄金融业与老年人健康医

疗服务等传统养老服务业务的结合发展。
在实际操作中，可加速培育老龄产业

组织，鼓励扶持现有金融机构进行业务转
型，向老龄金融领域延伸，鼓励兴办一批
新的老龄金融专业机构，引入部分外资金
融机构开展老龄金融服务。

“作为老龄产业的虚拟经济部分，老

龄金融业无论是涉及的人口规模还是相
应的资金总量，都将远远超过老龄用品
业、老龄服务业和老龄房地产业。”王海涛
说。根据预测，未来随着金融体制改革步
伐加快和全社会养老金融意识的增强，保
险类、信托类和房地产类老龄金融市场将
会优先得到发展。到 2020 年前后，保险
类 老 龄 金 融 市 场 将 取 得 快 速 发 展 ，到
2025 年前后开始进入买方市场向卖方市
场的历史性大逆转；房地产类老龄金融市
场在 2020 年前后进入第一个快速增长
期，在 2030年前后进入峰值期；银行类老
龄金融产品将在 2025 年前保持良好态
势，之后随着其他老龄金融产品的丰富完
善逐步转型。

⑤

案 例

北京希望工程作为知名公益品牌已走过了
20 年，其间发生过无数感人的故事。例如 13 年
前,内蒙古东北部连续遭遇旱灾、风灾和蝗灾，而
2001 年年初的罕见暴雪，更使当地经济和人民生
活雪上加霜。希望工程北京援助中心筹集爱心善
款，其中 62 万元用于锡盟受灾学生，保证了他们
灾后能重新上学。

近日，北京团市委、希望工程北京捐助中心、
北京青基会启动了“携爱同行 20 年——寻访在爱
中行走的印记”活动。北京希望工程组织部分当
年参与者一同来到锡林郭勒，对当年得到救助的
孩子进行回访。

在东乌珠穆沁旗，希望工程北京捐助中心实
施部部长韩正贤见到了当年面临失学的都仁巴亚
尔和宝音都楞兄弟俩。13 年前大雪灾中的小学
生已经长成了健壮小伙。当时因为受灾严重，家
里实在无力让俩人都上学，是在北京市民的爱心
帮助下，兄弟俩才又牵手走进了学堂。现在两兄
弟放牧致富，成家立业，有了汽车，住上了新瓦
房。说起当年，哥哥特别激动，“感谢首都人民的
爱心帮助，让我们在最困难的时候能够继续上学，
才有了今天的好生活”。

“由于重大疾病、遭受自然灾害，内蒙古的牧
区确实还有许多需要帮助的青少年，我们希望更
多的人能够参与到捐助中来。”走遍内蒙古自治区
12 个盟市、100 多个旗县的内蒙古青基会秘书长
格日乐图说。希望工程北京捐助中心主任陈淑惠
说，当年北京援建的希望小学帮助灾区的孩子重
返校园，但 10 多年过去，学校已经不能满足当下
的需要。特别是在学生生活条件改善、教学配套
设施完善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我们开展寻访
活动，更重要的是发现青少年的需求，为他们今后
的发展提供切实有效的帮助。”陈淑惠说。

据北京青基会相关负责人介绍，1994 年，希
望工程正式在北京地区实施。20 年来，希望工程
北京捐助中心、北京青少年发展基金累计接收捐
赠款物近 7 亿元，在全国基础教育薄弱地区共援
建希望工程项目 1000 余个，直接资助大、中、小
学生 15万余名，直接受益青少年超过百万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