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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额终身寿险上演存款“最后的狂欢”

个人养老金遇“掣肘” 创新、科技成关键

编辑 和岳 美编 代小杰 责校 李爽 电话：64101949��bbtzbs@163.com

北京商报2023.5.22

在银行存款利率下行背景下，寻找稳妥且有稳定收益的投资方式，成为大众关注的一个热点话题。5月

21日，北京商报记者走访北京地区多家银行网点发现，随着存款利率的降低，代销保险成为银行客户经理

重点推销的产品。其中，最受欢迎的是增额终身寿险产品。

业内专家提示，增额终身寿险适合投资期限较长、目标收益率3%的稳健理财偏好者，消费者退保会遭

受本金损失，在投保时，也应重点关注现金价值表。

利率一降再降
客户经理推荐购买保险

进入5月以来，多家银行集体下调人民币
存款挂牌利率。经过多轮下调后，多数国有大
行、股份制银行3年、5年期存款挂牌利率已降
至3%以下。

在当前利率环境下， 普通投资者应该如
何守住自己的钱袋子？5月21日， 北京商报
记者走访北京地区多家银行网点了解市场
行情。

在得知北京商报记者想购买一款保本保
息的理财产品后， 招商银行某支行客户经理
肖盈（化名）介绍了一款增额终身寿险。

“最近咨询保险产品的客户越来越多，
这款产品也是比较受欢迎的， 您要是有意
向就尽早决定。”肖盈向北京商报记者推荐
的是一款太保寿险的增额终身寿险， 声称
收益率能达到3.5%，每年缴纳8万元，期缴
3年， 其保单利益演算表显示， 累计保险费
24万元。

“这样的产品能够锁定长期利率，确保预
期收益，如果是长期投资，是不错的选择。”北
京银行某营业部的客户经理同样向北京商报
记者推荐了增额终身寿险。

上述情况并非个例，随着存款利率的降
低， 代销保险成为银行客户经理重点推销
的产品。其中，最受欢迎的是增额终身寿险
产品。

为何增额终身寿险如此受消费者青睐？
北京工商大学中国保险研究院副秘书长宋占
军告诉北京商报记者， 增额终身寿险相对于
其他保险产品，一方面是具有保障收益的“刚
性”，现金价值表明确写入合同；另一方面具
有理财+保险的二元属性，在投资前期具有撬
动保额的保障杠杆属性。

定价利率下调
3.5%产品将下架

值得一提的是， 利率下调并非银行业独
有的趋势。

北京商报记者了解到，近期，监管部门已
召集部分人身保险公司进行窗口指导， 要求

新开发产品的定价利率由最高3.5%降到3%。
另有业内消息称， 定价利率3.5%的保险产品
退出市场已是必然趋势，最晚将于6月30日之
前下架。

目前， 市场上多数增额终身寿险的定价
利率为3.5%，也将是受影响最为显著的产品。

对于产品下架的情况， 肖盈向北京商报
记者透露，近期确实有产品在不断下架，高收
益产品也只剩下了两款， 大部分产品已经陆
续下架。

“昨天上午我还在为客户推荐一款产品，
到下午要录入投保的时候发现产品已经下架
了，很多产品下架都没有提前通知。”肖盈表
示，产品的下架时间存在不确定性。

资深精算师徐昱琛解释称， 随着新产品

的开发和上市， 定价利率3.5%的保险产品将
会退出历史舞台。因为监管禁止“炒停售”，所
以很多产品“说停就停”。

适合长期投资
需重点关注现金价值

无论是银行存款还是保险产品， 本质上
都是资产配置工具。 消费者该如何根据自身
理财目标合理配置？

“消费者在配置时应综合考虑收益率、投
资期限和流动性等因素合理选择投资种类。”
宋占军表示，总的来看，增额终身寿险适合
投资期限较长、目标收益率3%的稳健理财偏
好者。

徐昱琛进一步分析， 从安全性和收益角
度来看， 增额终身寿险的现金价值写进保险
合同里，只要是正规保险公司，都会有保险保
障基金兜底； 从收益角度来讲， 目前能超过
3%的保本理财产品并不多。

“增额终身寿险特别适合长期投资，比如
买给孩子，留给20年以后留学；买给自己，留
作以后养老等。”徐昱琛举例表示，从流动性
角度来说，短期有资金需求，不适合选择增额
终身寿险，因为短期内退保，现金价值不会超
过保费，会有保费损失。

所谓现金价值， 是指保险合同解除时保
险人退保给投保人的钱数。简单来说，就是退
保后能拿到多少钱。

宋占军也提到， 消费者要注意购买终
身寿险一般前五六年退保会遭受本金损
失，持续时间越长收益越高，保额增长率不
同于实际收益率。 实际收益率不同产品也
存在较大差异， 应通过计算现金价值表具
体分析。

北京商报记者查询了肖盈推荐的增额
终身寿险产品， 发现在被保险人25周岁，年
缴8万元，缴纳三年的情况下，如果第四年退
保，现金价值仅有175520元，退保时的现金
价值与已交的保费相比， 会出现超过30%的
亏损。只有到第八年，现金价值才会超过保
费24万元。

“消费者要根据自己的需求，不能盲目哄
抢，要自己做好规划。不同产品现金价值会有
一定差异，需要消费者重点关注。”徐昱琛提
示道。

中国精算师协会向消费者提示增额终身
寿险的风险时强调，提示广大保险消费者，不
盲目跟风，综合考虑家庭情况、收入情况，根
据自身需求确定投保何种保险产品。 前期退
保损失大，因此并非“稳赚不赔”。中国精算师
协会还提示称， 有的保险营销员在销售增额
终身寿险产品过程中涉嫌误导性宣传， 请消
费者予以警惕。

北京商报记者 陈婷婷 李秀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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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人数远不及预期

个人养老金制度是国家政策支持、个
人自愿参加、市场化运营的补充养老保险
制度。 在去年底一经推出就备受关注。在
个人养老金推进过程中，税收优惠政策可
谓“占尽风头”， 成为最具吸引力的点之
一，根据计算，一些高收入人群如果“顶格”
购买， 即缴费1.2万元， 最高每年可省税
5400元。

“未来，需要进一步研究真问题、关注
实际情况、解决堵点难点，继续完善个人养
老金制度。”曹德云在论坛上指出。

那么， 个人养老金制度究竟遇到了哪
些“拦路虎”？

个人养老金制度落地实施4个月的效
果呈“两低三不”漏斗状便是其中之一。根
据曹德云介绍，“两低三不” 漏斗状即建立
账户人数占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比例

低、已缴费人数占建立账户人数比例低；产
品供应不均衡、选购渠道不畅、民众参保意
愿不强。

与此同时，运行机制不平衡、个人养老
金制度试点优势特征不明显也被视为其
中的发展难题。

曹德云表示， 从个人养老金的参加人
情况看，绝大多数参加人在银行开户，但各
个开户行仅提供其代理的产品， 参加人并
不可以自主选择及购买到制度中所发行
的所有符合规定的个人养老金产品，参加
人也不可以在不同商业银行之间变更其
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此外，除部分人群可
享受税收优惠外， 个人养老金制度试点中
产品、金融服务等优势特征不明显。除个人
养老金产品与制度外， 其他个人商业养老
金融产品几乎无差异。

近年来，在银发浪潮之下，商业养老
金融成为新蓝海。具体而言，随着个人养
老金制度的正式落地实施，在政策指引和

内生需求的共同作用下，养老金融市场未
来发展潜力巨大。

据有关数据统计，截至2023年3月，有
3038万人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 其中900
多万人完成了资金储存， 储存总额182亿
元，人均储存水平2022元，购买产品总额
110多亿元。648款个人养老金产品以银行
类定期存款为主（约占72%）。

“从长远来看，我国个人养老金具有广
阔的前景， 绝大部分人群符合制度覆盖条
件。”不过，曹德云也指出，但个人养老金实
际参加人数远不及预期， 该现象需要深度
剖析原因。

需多维度“拓荒”

随着国民养老金融需求的逐步释放，
我国养老金融产品的供给将日益丰富，但
在有效满足养老需求上仍需下功夫。 面临
当前发展痛点， 对于正在加紧布局的各类

金融机构而言， 如何突破发展瓶颈成为业
内关注焦点。

增加制度本身的吸引力离不开产品创
新，这就需要金融机构既要做好大众型、普
惠型养老金融产品的供给， 同时也要针对
差异化、 个性化需求开发定制化养老金融
产品。

曹德云表示， 建议进一步出台政策鼓
励金融机构进行产品和服务创新，相关金
融机构应做好产品细化和客户分层工作，
加强合作、不断优化完善养老金融的产品
体系，深耕客户养老投资需求，研发提供
有吸引力的可为参加人带来长期稳健回
报的养老金融产品， 丰富民众的养老投资
选择。

对于如何提供适应性的金融产品，原
中国保监会党委副书记、 副主席周延礼表
示，一是提高产品收益率。着眼长周期、发
挥专业性， 发行产品期限为长期或终身的
产品， 通过长期限负债匹配优质战略资

产， 通过时间价值实现养老资金稳健增
值。二是提高养老产品适配性。针对不同
的客户具备不同的风险收益特征，提供多
种投资策略及产品组合， 供客户选择。三
是设立默认资产配置制度规则。在保证持
有人自主选择权的前提下，可以设立默认
的资产配置规则，引导持有人科学配置养
老资产，实现风险控制与收益的相对平衡。

在业内人士看来， 投资者教育是个人
养老金融发展中重要一环， 引导大众了解
养老金的长期性规律特征和投资的重要
性， 提高国民对个人养老金融产品的认知
和接受度同样不可忽视。值得关注的是，据
中国保险资产管理业协会《中国养老财富
储备调查报告（2023）》数据显示，有24%
的受访者对参与个人养老金的态度是“再
观望一下，看看其他人是否参与”，存在一
定的从众心理。

基于此，曹德云建议，可以依托企业
和员工之间的信任关系，完成养老金融宣
传教育，帮助更多的人参与到养老财富规
划储备当中，以最终实现保障民众老年生
活质量的目标。

需要关注的是， 金融机构不仅可以在
产品、投资者教育一端，还可以在数字化领
域探索新的养老金融服务方式。“数字化养
老金融产品创新是方向。” 周延礼表示，在
数字技术赋能营销方面， 金融机构可以基
于海量数据资源挖掘客户需求， 对客户进
行精准画像， 根据客户不同需求偏好有针
对性地提供养老金融产品。

北京商报记者 陈婷婷 胡永新

“个人养老金制度自2022年末试点以来，取得积极进展，但也出现一些痛点难点问题。”5月21日，

在2023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上， 中国保险资产管理业协会执行副会长兼秘书长曹德云在论坛上

直言，个人养老金制度落地实施4个月的效果呈“两低三不”漏斗状；运行机制不平衡，共赢发展受阻；

个人养老金制度试点优势特征不明显在内的三大难点痛点问题。

下一步，各方如何解决堵点难点，继续完善个人养老金制度？在银发浪潮之下，市场主体应从哪些

方面完善养老金融产品体系，丰富养老投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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