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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养老金相当于长期储蓄，可

以抵扣个税，挺划算的！”最近，54岁

的北京市民陈亮达刚办完综合所得

年度汇算，他用个人养老金账户缴存

的1.2万元抵扣了个税，“谁都有老的时

候，养老得未雨绸缪。”

作为我国养老保险体系“第三支柱”的

重要制度设计，个人养老金制度于2022年

11月在北京、天津、上海等36个城市（地

区）先行启动实施。今年1月，人社部表

示，个人养老金制度运行平稳，将推进全面

实施这一制度。

但个人养老金制度在施行中也存在

“开户热缴存冷”、对年轻人吸引力低、税收

激励有限等现象。如何吸引更多年轻人参

与？在制度设计上还有哪些环节需要完

善？记者就此进行了采访调查。

超5000万人
开通个人养老金账户

“缴存1.2万元个人养老金后，一年少

缴了2000多元的个税！”4月10日，30岁

的韦铮收到了个税年度汇算后的退税款，

他决定今年继续向个人养老金账户“充

值”。

个人养老金是政府政策支持、个人自

愿参加、市场化运营、实现养老保险补充功

能的制度。来自人社部的数据显示，截至

2023年底，已有超5000万人开立个人养

老金账户。

根据个人养老金实施办法及相关个人

所得税政策，个人养老金实行个人账户制

度，缴费由参加个人承担，年缴费上限为

1.2万元。资金账户里的资金，参加人可自

主选择购买符合规定的储蓄存款、理财产

品、商业养老保险等产品。

同时，对个人养老金实施递延纳税优

惠。在缴费环节，按照1.2万元/年的限额

标准，在综合所得或经营所得中据实扣除；

在投资环节，投资收益暂不征收个人所得

税；在领取环节，个人领取的个人养老金，

不并入综合所得，单独按照3%的税率计

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个人养老金政策最吸引韦铮的地方是

个税优惠。“我们公司没有参加企业年金，

除了基本养老金和商业保险外，个人养老

金是我的一项重要养老储备。”在韦铮看

来，个人养老金缴存额度有限，应该提高缴

存上限，允许大家根据自身情况选择。

“个人养老金制度已经实施1年多，尽

管开户总数不少，但实缴实投情况远不及

预期，‘参而不缴’‘参而少缴’‘缴而不投’

等问题突出。”武汉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

副主任薛惠元告诉记者。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副会长兼养老金

分会会长金维刚介绍，统计数据表明，个

人养老金开户后实际储存资金的人数不

足1/3，人均储存资金仅2000多元，与每

人每年1.2万元的缴存上限有较大差距，

实际储存资金总额仅为200多亿元。

“抵扣额有限，
且必须退休后才能领”

35岁的石凯瑞曾考虑过缴存个人养

老金，但细算一番后放弃了，“个税抵扣

额有限，且必须退休后才能领。我现

在‘上有老下有小’，一旦要用钱，

个人养老金还取不出来。同样

的钱，用来投资理财、还房贷

更划算。”

33岁的王丹也不打算缴

存个人养老金。在银行工作了

12年的她，除了基本养老保险外，

还有职业年金和商业保险。在她看

来，个人养老金收益高于定期理财，还能

抵扣个税，但缴存上限较低，“有点不划

算”。

中国保险资产管理业协会发布的《中

国养老财富储备调查报告（2023）》显示，

约40%的受访者仅听说过个人养老金制

度，但不了解，12%的受访者通过该调查第

一次了解该制度。

“对公众而言，个人养老金属于新兴产

品，其认知度和接受度普遍有限。”薛惠元

说。

“从观念上看，年轻人的日常生活开

销、赡养父母及抚养子女等即时财务需求

往往优先于养老规划。”薛惠元认为，这或

将导致年轻人未能充分认识积累养老金的

重要性，开始规划、储备养老金的时间偏

晚。

按规定，参加人达到领取基本养老金

年龄、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出国（境）定居，

或具有其他符合国家规定的情形，才能领

取个人养老金。“如果我现在开始存，20多

年后才能领取。”石凯瑞觉得领钱的日子有

点遥远。

《中 国 养 老 财 富 储 备 调 查 报 告

（2023）》显示，对于收入在10万元至20万

元的受访者，个人养老金政策吸引力相对

较高，但对于其他收入区间的受访者而言，

吸引力开始降低。

对此，薛惠元认为，低收入人群原本不

用缴纳个税，结果参加个人养老金后，领取

时还要按3%的税率缴纳个税，因此不存

在参与激励。

建议建立应急支出机制

“对年轻人来说，提取个人养老金需要

的时间太长了。政策如若允许缴存期间能

提取部分个人养老金用于赡养父母等需求，

将对年轻人的吸引力更大。”石凯瑞认为。

基于人性化考虑和制度推广需要，薛

惠元建议建立个人养老金的应急支出机

制，“出现失业、教育、重病或意外事故等特

殊情况时，可允许参保人提前支取资金，但

要明确提前支取的额度、时间、原因等事

项，制定额外支付税率、缴费补贴退还、税

收优惠退还等措施。”

近年来，灵活就业人员数量不断增

加。“这部分年轻劳动者收入不稳定、流动

性强，养老保险参保质量不高，漏保、脱保、

断保等现象突出，养老储蓄不足。”薛惠元

认为，个人养老金制度应向低收入者、个体

劳动者及灵活就业人员适度倾斜。

薛惠元建议，针对不同参保情况开放

不同额度的上限标准，鼓励低收入群体积

极参与。比如，可根据收入情况、职业属

性、工作年限等设置不同上限标准，通过差

异化制度设计，让每个年轻人都有机会缴

存个人养老金。

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数据显

示，截至2024年4月，可供选择的个人养

老金产品共746只，其中理财类产品23

只，储蓄类产品465只，保险类产品71只，

基金类产品187只。

“产品太多了，很多人都不知道怎么

选，而且投资是有风险的。”石凯瑞说。

“现在一些银行在推广个人养老金过

程中‘为开户而开户’。”薛惠元建议，应通

过业务咨询、养老规划等方式，帮助个人根

据自身需求和风险偏好，选择合适的个人

养老金产品，降低购买难度，减少信息不对

称。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部分为化名）

一些年轻人缴存个人养老金积极性为何不高
专业人士建议，建立应急支出机制，通过差异化制度设计，鼓励更多人参加

一些年轻人缴存个人养老金积极性为何不高
专业人士建议，建立应急支出机制，通过差异化制度设计，鼓励更多人参加

新华社 潘晔 陆华东 陈思

“新中式”穿搭火了。

春日游园、踏青赏花，总能见着身穿汉

服、旗袍、马面裙等“新中式”服饰的游客拍

照打卡，目之所及，框景成画。

“新中式”焕发生机，蔚然成风。在刚

过去的2024秋冬上海时装周上，“新中

式”的设计趋势热度持续上升。从秀场

到订货会，将东方文化作为品牌基因的

不在少数。从品牌故事、剪裁设计、面料

再造……设计师们对“中式元素”的理解

与运用的边界正在拓宽，涵盖概念、面

料、技术等各个方面。“时尚界流行一句

话——时尚的尽头是‘新中式’，足见国潮

在时尚界的地位。”上海设界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副总裁徐云鹤说，“新中式”一般指

既有中国传统服饰元素，如立领、盘扣、云

肩、斜襟等，又融合现代工艺和设计理念，

在保留中国传统服饰美感的同时，增加服

饰的实用性、时尚感。

火爆的订单、出圈的流量一时涌入纺

织市场。“新中式”概念为纺织服装行业带

来了新的增长动力。

“织锦录”品牌主理人王庆博是位“95

后”青年设计师。因为看好“新中式”服饰

的市场前景，去年毅然决定辞职创业，目前

在南京等地开了3家线下门店。“‘新中式’

服装在线上兴起，现在风潮延伸到线下，虽

然目前门店业绩常有起伏，但我依然坚信

‘新中式’，‘潮’起正当时。”

江浙地区纺织服装产业发达，许多纺

织企业已悄然布局“新中式”。江苏省工商

联纺织服装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陆梅表

示，江苏不少服装企业无论是服装设计还

是面料，都在尝试加入传统中国元素。

“丝织物是‘新中式’设计中的常见面

料。作为中国传统丝织工艺品之一，‘苏州

宋锦’被誉为中国‘锦绣之冠’。”鼎盛丝绸

有限公司董事长吴建华说，他们在现代先

进织机上恢复“苏州宋锦”的生产并加以产

业化。国潮趋势下，市场对宋锦需求迎来

井喷式增长，织机满负荷运转，产品供不应

求，到今年7月底即将有120多台新设备

“上马”。

多家电商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不

少热销单品月销售额超百万元，部分平台

“新中式”服饰成交额同比增幅超200%。

根据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数据，2023年我

国“新中式”服饰市场规模达10亿元级别，

近三年来相关产品的商品交易总额增速超

100%。

作为中国纺织业发祥地之一，长三角

地区纺织服装业规模接近全国一半，形成

了从纤维、织造、印染到服装以及纺织机械

装备在内的完整产业链条。

随着长三角一体化加速，三省一市之

间纺织品贸易往来日益密切。满帮货运大

数据显示，今年1月，长三角纺织品运输吨

重同比增长53.8%，上海、江苏、浙江、安徽

等地纺织品运输迎来“开门红”。

苏州市吴江区盛泽镇，位于长三角地

区中心地带，其千亿级经济体量中，纺织业

占比90%以上，是中国乃至全球丝绸纺织

产业重要基地。

“盛泽区位、产业优势明显，联合上海

的设计人才、时尚资源，江浙等地的产业配

套资源，盛泽在丝绸纺织产业完善了品牌、

版权等体系建设，加快了纺织业时尚化进

程。”据盛泽设界时尚产业服务平台负责人

吴海旭介绍，平台从2019年创立至今，累

计在盛泽举办时尚产业活动130余场，引

进75个设计师工作室、529名设计师，持

续延展产业链，释放产业集聚效应。

“立足长三角一体化，整体联动、各扬

所长、相互赋能，‘新中式’必将为纺织业

‘织’出发展新图景。”苏州汪永亨丝绸科技

文化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吴海生说，他们一

直将长三角作为“根据地”递进式向外发

展。如今国潮涌起，他们希望以此为契机，

向海外市场拓展，擦亮盛泽丝绸乃至中国

丝绸“金字招牌”。

国潮的影响力不仅限于服饰，也不只

停留于本土。启东承远工艺品有限公司融

合扎染等传统技艺，生产各类国潮工艺品

与服饰，其中今年“龙”元素布艺玩偶的产

值就达千万元。近年来，公司积极参加各

类展会，推动传统非遗技艺“出海”。

澎湃国潮扬帆起航，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正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背后是

中国的文化、市场重要性和影响力日益强

大。

“潮”起正当时——长三角国潮新势力观察

阅读提示：

目前，个人养老金制度运行平稳，先行工

作取得积极成效，已有超5000万人开立个人养老金账

户，但也存在“开户热缴存冷”、对年轻人吸引力低、

税收激励有限等现象。

《工人日报》窦菲涛 梁予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