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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OECD（Organization of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一贯重 视人口老龄化对政策制定者带
来的重大挑战，强调改革应全面而系统，综 合考虑到金融、经济、财政以及社会等多种因素。
要应对养老金体系面临 的挑战，迫切要求在多方面采取行动。
 很多国家都启动了创造性的改革，对公共养老金进行参数调整（提高 退休年龄、把退休金与预期寿
命挂钩、对提前或延迟退休者的待遇进行恰 当的精算调整、提高缴费率），并采取政策设法使不断老
龄化的人口具有 可持续性。
对私人养老金制度也应该采取类似的改革。
OECD建议，为了 分散风险、平衡代际负担、提高人们退休决策的灵活性，退休收入应该由 税收转移
支付制度、积累制养老金、私人储蓄和劳动收入等多层次制度体 系来提供。
 私人养老金对于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然而， 私人养老金制度本身也在不断演进，由此引出了重大的政策问题，包括由 私人养老基金的筹
资和投资、预期寿命不断上升以及DC型计划日益增长 引发的问题。
有些国家迫切需要在婴儿潮一代进入退休年龄之前采取妥善 行动，未雨绸缪。
要使私人养老金制度达到应有的效果，就需要对监管体 制进行变革，保护私人养老金计划受益人，促
进私人养老金计划和养老基 金的财务稳健性和可持续性。
此外，加强国民理财教育和理财意识也是必 不可少的。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为其解决养老金问题提供了良机。
中国目前人口 还相对比较年轻，但它老龄化速度很快，因此也应该尽快采取行动。
养老金制度与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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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7.政府的作用　　第三支柱理论上包括家庭长期净储蓄，即不包括短期预防性储蓄。
在本文中，第三支柱被严格地定义为仅包括有政府税收优惠的养老金储蓄计划。
政府对第三支柱的干预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的动因：　　①鼓励储蓄；　　②使储蓄留在国内；　　
③为自雇人员提供一个与第二支柱可比的个人养老计划；　　④鼓励投资以促进经济发展；　　⑤鼓
励个人创新以代替集体措施（从第一支柱和第二支柱转向第三支柱）。
　　不同国家的主要干预动因有所不同，但国家基于第五项原因的政策干预仍比较谨慎。
下面让我们对这五个原因做一深入分析。
　　许多国家通过对寿险和长期投资采取税收激励的形式来鼓励储蓄。
可采取多种形式，如缴费可进行税前列支，在投资期内免税，或对待遇支付实行优惠税率。
并且有些国家规定，只有待遇以年金的形式支付，才可以享受优惠税率。
对第三支柱实行税收减免在许多国家已经成为趋势，如在欧盟国家，这要部分归功于符合马斯特里赫
特标准的需要。
　　在欧盟，通过税收激励促进个人储蓄留在国内产生了一些问题。
欧盟委员会认为仅对政府批准的计划发起人建立的养老金的待遇给付提供税收激励，将对资金的自由
流动形成一定的障碍。
他们向欧洲公正法庭就Bachmann案件对比利时政府提起了诉讼。
出人意料的是，法庭驳回了委员会的起诉，并声称依据“税收一致性”原则，成员国有权这样做。
法庭的理由是如果政府对养老金缴费实行了税收优惠，在待遇给付时就可以征税。
但在实际操作中，很难确定养老金是否是在另一个成员国给付的。
一些研究者认为，有大量的理由表明法庭的判例将在其他的案件中被推翻，因此至少在欧盟内削弱了
第二个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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