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参保比例仅8%，未来空间巨大

所谓企业年金，是指企业及其职工
在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自主建
立的补充养老保险；职工到退休时，能
多领一份养老钱。

企业年金所需费用由企业和职工
个人共同承担，企业缴费每年不超过本
企业上年度职工工资总额的8%，企业
和职工个人缴费合计不超过本企业上
年度职工工资总额的12%。

“过去20年，企业年金从无到有、
不断发展壮大。现在不少退休职工已
经领取到企业年金，相当于在基本养老
保险待遇外多一份保障，补充养老的作
用初步显现。”浙江大学国家制度研究
院副院长金维刚说，但是从覆盖面看，
企业年金制度发展尚不充分，还没能发
挥出在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中应有的
作用。

2023年末，企业年金已在全国14
万多家企业建立，与1.8亿多户经营主
体的总量相比，参加企业的比例明显
偏低。

“德国、美国等国家的企业年金可
覆盖就业人口的半数左右，我国企业
年金参保人数占具备参保条件的职工
总人数比例仅8%；加上职业年金后，
第二支柱覆盖率为15%。这个差距，

既与我国第一支柱基本养老保险的保
障水平较高、第二支柱建立时间较短
有关，也表明企业年金的发展还不足，
未来空间巨大。”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
长郑功成说。

如何吸引企业和职工加入？

不同于第一支柱基本养老保险企
业必须参加，对第二支柱企业年金，政
府主要是鼓励和引导。而政策的非强
制性，就意味着需要用人单位在政策和
利润之间找到平衡点。

尽管近年多次下调社保费率，但目
前用人单位缴纳的“五险一金”占职工
工资总额的比例依然在35%左右。在
这种情况下，让企业为职工建立长期福
利安排，一方面取决于企业的盈利能力
和政府财税支持力度，另一方面也要让
企业认识到参加年金制度对人才的激
励效应。

“财税支持固然重要，但最好能
在不增加财政负担和企业成本的前
提下，通过政策创新实现企业年金发
展。”国民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监
事会主席聂明隽说，比如在严谨测
算、不影响养老金当期支付的基础
上，考虑将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率
从 16%变为“14%+2%”，其中的 2%
用于建立企业年金，形成中国特色的

企业年金制度。
聂明隽的建议，与近年来美国、英

国、丹麦、新西兰等很多国家探索的
“自动加入”机制异曲同工——年轻人
一参加工作就自动加入企业年金，参
与率很高，可以实现基本养老保险与
企业年金合力保障退休生活的良好效
果。

参与门槛高、申请流程繁琐，也是
影响企业参加年金制度的重要因素。
多位专家提出，大力简化企业年金办
理程序，提高建立、转移、暂停、恢复企
业年金的便捷性，降低中小企业决策
成本。

“应该增加企业年金缴费灵活性，
允许企业结合自身特点，从低比例、小
范围开始，比如先覆盖对单位做出突出
贡献的部分职工，之后再逐步扩大。”北
京大学中国保险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
主任郑伟说。

此外，专家普遍呼吁打通养老保
险第二、三支柱，也就是职工缴纳的个
人养老金可转入企业年金，辞职或新
单位没有建立年金的，原企业年金个
人账户资金可转入个人养老金；同时
要建设全国统一的企业年金信息平
台，实现一站式查询，让“钱随人走”，
不因个人流动而发生权益损失。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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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一家银行下架长期限大额存单。
5月8日，记者以客户身份咨询民

生银行在线客服了解到，5月7日上午9
点起，该行大额存单6个月及以上期限
产品（包括在售的大额存单）停发，仅保
留1个月、3个月期限存单产品，额度不
限。后续产品上架时间及额度发放计
划待定。

前几日，“消失的大额存单”话题在
社交平台上引发热议。记者查询多家
银行APP发现，新发5年期大额存单已
十分少见。部分银行也“下架”了两年
期及以上期限的大额存单。业内人士
认为，银行此举在于压降负债成本，更
好地管理净息差。

利率优势已不再

“哪里还有利率比较高的大额存
单？求推荐银行和客户经理！”当前，社
交平台上不少网友表示，昔日作为银行
揽储“利器”的高利率大额存单已难寻
踪迹。

记者在民生银行手机APP上看到，
该行目前在售的大额存单包括1个月和3
个月期限，年化利率1.7%，20万元起存。

8日，记者在手机上查询国有六大

行和12家全国性股份制银行APP发
现，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20
万元起存、3年期限的大额存单均显示
售罄或额度不足，工商银行、农业银行
100万元起存、3年期的大额存单显示
有额度，年利率2.35%。

记者查询12家全国性股份制银行
APP看到，除民生银行外，招商银行、中
信银行、华夏银行、恒丰银行均显示无3
年期和5年期大额存单在售。浦发银
行、兴业银行APP的3年期大额存单，
在5月8日上午11点左右均显示“额度
不足”或“已售罄”。

记者查询的18家银行中，只有广
发银行APP显示有5年期大额存单在
售，20万元起存，年利率2.65%，但仅限
新资金可购买。

除了收紧额度，从利率上看，相较
于定期存款产品，部分银行的大额存单
产品利率优势已不再。以建设银行为
例，该行APP显示大额存单20万元起
存，最长期限3年，最高年利率2.35%，
与该行整存整取定存最高年利率一致。

打响息差“保卫战”

压降长期限大额存单，是银行保卫

净息差的举措之一。国家金融监督管
理总局披露的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
末，中国商业银行净息差已下降至
1.69%，首次跌破1.7%关口。

从近日公布的上市银行 2023 年
年报看，42家上市银行中，有17家银
行净息差低于 1.69%的行业均值，占
比达四成。其中，截至2023年末，交
通银行和厦门银行的净息差均为
1.28%，分别较上年末下降20个基点
和25个基点。

“近期部分银行压缩和调整大额存
单，以更好管理负债成本与净息差。”谈
及银行针对大额存单收紧额度，降低利
率的原因时，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分析
师周茂华说。

“为了缓解银行业净息差下行压
力，2022年以来存款挂牌利率多次下
调，但由于存款定期化趋势加剧等因
素，银行整体存款成本却不断上行。预
计2024年存款利率或出现多轮下调，
此外，银行会继续减少对存款的利息补
贴以及利息之外的费用，进一步压降存
款的隐性成本。”国信证券研报近日分
析称。

综合中国证券报微信公众号、宗欣

成交
问：周三沪指低开，盘中震荡走低，收盘

下跌，你怎么看？
答：市场全天震荡调整，创业板指收跌

1.45%表现最差，盘面上近4200只个股下跌，
贵金属、生物制品等板块表现活跃，北上资金
净卖出约40亿元。截至收盘，两市涨停46只，
跌停4只。技术上看，沪指仍收于5日均线之
上，两市合计成交8644亿元环比萎缩；60分钟
图显示，各股指均失守5小时均线，60分钟
MACD指标均出现死叉；从形态来看，在突破前
期平台后，市场迎来首次回档，创业板指更弱
一些，收出4连阴，究其原因主要还是成交量
持续萎缩所致，两市合计成交量较最高时减
少近30%，后市若能重新放量，则各股指将会
重新走强。期指市场，各期指合约累计成交、
持仓均增加，各合约负溢价水平整体继续增
加。综合来看，题材股轮动加快，前期主线又
沉淀太多资金，最终导致市场短期缺少方向
感，不过中线走势依然值得期待。

资产：周三按计划持股。目前持有华创
云信（600155）120万股、会稽山（601579）65
万股、卓胜微（300782）8.6万股、太极实业
（600667）120万股。资金余额9540850.75
元，总净值40668230.75元，盈利20234.12%。

周四操作计划：华创云信、卓胜微、太极
实业、会稽山拟持股待涨。 胡佳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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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会明确
境内企业境外转板上市

需经备案程序
中国证监会近日发布《监管规则适用指

引——境外发行上市类第7号：关于境内企业
由境外场外市场转至境外证券交易所实现境
外发行上市的监管要求》。指引明确，境内企
业境外转板上市的，应当按照境外首次公开发
行上市相关要求，在境外提交转板上市申请文
件后3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备案。

指引信息显示，近期，某在境外场外市场
挂牌的境内企业向境外监管机构提交了转至
境外证券交易所上市的申请，在未履行境外
首次公开发行上市备案程序的情况下，完成
境外上市。上述行为违反了《境内企业境外
发行证券和上市管理试行办法》相关规定。

证监会表示，根据试行办法相关规定，
境外发行上市指在境外证券交易所发行上
市相关活动，境内企业在境外场外市场挂牌
不属于备案管理范围。试行办法第十六条
规定“发行人境外首次公开发行或者上市
的，应当在境外提交发行上市申请文件后3
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备案”。境内企业
境外转板上市的，应当按照境外首次公开发
行上市相关要求，在境外提交转板上市申请
文件后3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备案。

此外，根据《关于境内企业境外发行上
市备案管理安排的通知》，试行办法施行之
日（即2023年3月31日），已在境外提交转
板上市申请文件、未获境外监管机构或者境
外证券交易所同意的境内企业，应当在境外
转板上市完成前履行备案程序。 据新华社

社保一季度
重仓800多家上市公司
A股上市公司一季报披露已结束，一季

度社保机构的“爱股”浮出水面。公募排排
网统计数据显示，一季度社保机构共出现在
800多家上市公司前十大流通股东名单中，
合计持仓市值达4260亿元。其中有216只
个股获加仓，有232只个股获新进布局。

从各行业持仓市值占社保机构总持仓
市值的比例来看，一季度大金融板块依然备
受社保机构青睐，特别是银行股持仓市值居
前。社保机构还增加了对公用事业、石油、
有色、医药、机械等行业的配置力度；电力设
备、计算机、食品饮料、通信、家电等行业的
配置水平则呈现下降势头。 据中国证券报

积累金额首破3万亿元

企业年金
如何惠及更多职工？

又有一家银行停售

长期限大额存单为何难觅？

作为养老保险第二支柱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年金是
职工养老钱的重要补充。近期，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
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末，全国企业年金积累金额首次突

破3万亿元、达3.19万亿元，参加职工3144万人。
相对于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人数，企业年金参保率依然偏低。如何

激励更多企业加入这一制度、更好保障职工退休后的生活？记者采访了
权威部门和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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