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个人养老金制度已正式
推至全国！早在两年前的
2022年11月，全国36个先

行城市（地区）启动个人养老金制度试
点，重庆就位列其中。

这两年重庆试点情况如何？
12月 17日，记者从市内金融机

构了解到，个人养老金制度在渝试点
两年来，公众储蓄养老意识增强，距离
退休时间较近的人群是参与的“主力
军”。95后、00后年轻人群个人养老
投资的占比还不高，但已有部分人群
开始行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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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望降息”
美联储领衔宽松阵营

随着2024年最后一个“超级央行周”
来临，美联储毫无疑问将是最为受到瞩目
的央行。投资者们最关心的无疑是美联
储的“动作”，除了利率决议外，他们更关
心明年的利率前景。

北京时间本周四（12 月 19 日）凌晨，
美联储将公布利率决策，外界预计美联储
很可能降息25个基点、实现“三连降”，即
便通胀有卷土重来的趋势。此举将使美
联储的基准利率降至4.25%~4.5%的区
间，较9月初的峰值下降了整整一个百分
点。

除了美联储外，另一家有望在本周降
息的G10央行将是瑞典央行。大多数经
济学家预计瑞典官员本周将把基准利率
下调25个基点。在新兴市场中，尽管巴
西央行已经连续加息了多次(且加息步子
越迈越大)，但其一些邻国目前则依然处
于宽松周期之中。本周智利央行、墨西哥
央行、哥伦比亚央行这三家拉美央行均有
望降息。

此外，在亚洲，巴基斯坦央行则预计
在本周开始降息，因其通胀已有所放缓；
印尼央行、菲律宾央行则预计将各降息
25基点。

料将“按兵不动”
欧系央行是主角

本周即将迎来“年内最后一降”的央
行数量显然不少，但持有观望态度的宽松
阵营成员，其实也不乏其人。

当地时间12月19日，英国央行将进
行年内最后一次议息会议。从经济数据
上看，英国央行大概率将按兵不动。而在
会议之前，英国11月消费物价指数和失
业率等重要经济数据分别于17日和18
日发布。

挪威央行政策制定者预计也将维持
利率在4.5%，挪威央行很可能会到明年
才会确认进行本轮宽松周期的首次降息。

其他有望在本周按兵不动的欧系央
行，还包括了匈牙利央行和捷克央行。由
于通胀加速且福林仍接近两年来的低点，
匈牙利央行可能会维持借贷成本不变。
而捷克政策制定者近期正在考虑停止宽
松政策。

此外，泰国央行预计也将于周三维持
基准利率在2.25%不变。

紧缩阵营
日本探讨何时加息

在全球整体宽松浪潮的席卷下，也有

一些央行如今正在逆流而行——这些为
数不多的央行目前正处于紧缩周期之中。

仍在探讨何时进一步加息的日本央
行，无疑将是这个“超级央行周”除美联储
外的最大焦点。当然，从目前的市场预期
看，日本央行留待明年初采取进一步紧缩
行动的概率似乎要更大。

据日媒援引知情人士透露，日本央行
目前不太可能在本周的会议上加息，除非
存在日元大幅贬值的风险，从而推高进口
价格。在12月的会议召开之际，人们越
来越担心，随着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承诺
提高关税，日本企业，尤其是出口商的盈
利能力将会恶化。

而相比于本周可能还不急于加息的
日本央行，近期直面卢布大幅贬值压力的
俄罗斯央行，则可能会在本周再度大幅加
息。目前业内预计俄罗斯央行将在本周
五将利率上调最多200个基点，达到创纪
录的23%，此前数据显示该国消费者价
格压力仍然高于4%的目标。

降息潮起
中国央行将如何应对

随着上周欧洲央行、瑞士央行、加拿
大央行纷纷降息，全球降息大潮没有退潮
迹象。

欧洲中央银行12月12日在德国法
兰克福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三大
关键利率分别下调25个基点。这是该
行今年6月宣布降息以来第四次下调利
率。

同日早些时候，瑞士央行公布12月
政策利率为 0.5%，预期 0.75%，前值
1%。这也意味着该国的基准利率，目前
距离零利率也只剩50个基点（0.5%）。这
是瑞士央行近10年来的最大幅度的降
息，瑞士央行已经连续第四次降息。

加拿大央行12月11日宣布将基准
利率即隔夜拆借利率再次大幅下调50个
基点，由3.75%降至3.25%。

面对全球降息潮，中国央行将如何应
对？目前来看，中国央行采取的是谨慎观
望与支持性政策并行的策略。

此前，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表
示将继续实施支持性的货币政策，但同
时也称降准降息等政策调整需要根据国
内经济形势而定。年初降准的政策效果
还在持续显现，目前金融机构的平均法
定存款准备金率仍有一定的空间。中信
证券研报认为，人民银行或将采取降准
以及通过公开市场买卖国债等操作释放
流动性，年底至明年年初可能实施更有
力度的降息。

据央视、新华社、北京日报

成效几何？
居民储蓄养老意识增强

“开通个人养老金账户，对我来说很
有用，既养成强制储蓄的习惯，为养老做
准备，还能抵扣个人所得税，缓解缴税压
力。”市民王女士说。

作为养老保险体系“第三支柱”的重
要制度设计，个人养老金是政府支持、个
人自愿参加、市场化运营的补充养老保险
制度——个人自愿在特定账户存一笔钱，
每年不超过12000元；在享受税收优惠的
同时，还可通过购买相关金融产品获取收
益。

截至2024年11月末，个人养老金制
度已吸引了全国7279万人开户。重庆作
为试点城市之一，两年来，中、农、工、建、交
等20多家在渝金融机构开放个人养老金
相关业务，推出储蓄存款、理财产品、商业
养老保险、公募基金等个人养老金产品。

试点两年，成效几何？

多家金融机构提到，个人养老金开户
人数占 25 岁到 59 岁人口的比例超过
30%，显示出公众对这一制度的认可。其
中，最显著的成效是吸引了大量人群开设
个人养老金账户，大家对于个人养老规划
的意识明显增强，有助于多元化的养老保
障体系形成。

与此同时，供给也日趋丰富。国家社
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显示，截至目前，个
人养老金产品共有836只。其中，储蓄类
产品有466只，基金类产品有200只，保
险类产品有144只，理财类产品有26只。

何人在买？
退休时近者是“主力军”

个人养老金制度对不同年龄段人群
的吸引力有差异。据多家金融机构反映，
年收入10万元以上、距离退休时间较近
的人是“主力军”。

中国人寿寿险重庆市分公司相关负
责人向记者介绍，截至目前，通过个人养

老金账户购买个人养老金保险产品的有
9385人，总计保费12598.31万元。

“个人养老金购买人群主要集中在具
有稳定年收入10万元以上的客户群体，如
企事业管理人员、公务员、教师、医生等。”

这位负责人说，从年龄结构看，30岁
以下的占比2.47%，30岁~40岁的占比
15.59%，40岁~50岁的占比26.07%，50
岁以上的占比55.47%，“这也说明购买人
群的年龄和对养老的关注和重视是成正
相关的。”

农业银行重庆市分行相关负责人表
示，目前在该行累计开立账户25万户，主
要购买人群为专业技术人员、商业服务业
人员、事业单位及公务员。“从缴存来看，
50~60岁客户意愿最为强烈，40~50岁之
间的客户次之。”

这部分人群再过几年就退休了，资金
“冻结”时间不长，并且按照当前收入还能
节税几万元，“相比于现在定存利率，缴存
个人养老金反而更划算”。

对于中青年人群，吸引他们最主要的

原因是“投资”和“抵税”。
三十出头的刘悦，一直觉得“养老”离

自己很遥远，直到小家庭迎来第一个宝
宝，面对日渐衰老的父母，她突然意识到，
谁都有老的时候，养老得未雨绸缪。

“每年强制存一笔养老钱，可以抵扣
个税，挺划算的！”她算了两笔账：一是买
入的相关理财和保险产品，现在都是正向
收益，年收益率3%左右；二是缴存1.2万
元个人养老金后，每年少缴了2000多元
的个税。

推向全国
银行又掀开户缴存热潮

12月15日，个人养老金制度正式推
至全国。短短两天，加上优惠活动的激
励，各大银行又掀起了开户、缴存热潮。

从试点推向全国，投资者的选择更加
丰富。在现有理财产品、储蓄存款、商业
养老保险和公募基金4大类产品基础上，
国债、特定养老储蓄、指数基金也被纳入
了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值得注意的是，
个人养老金采取市场化运营，不可避免存
在投资风险，也会出现上下波动。

普通市民应该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
产品？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董克用认为，没有
“最佳产品”。国债投资适合追求稳定收
益的年长投资者，年轻人则可以选择有增
值潜力的指数基金。

“个人养老金本质上是一种金融产
品，波动是正常的，而养老方面投资本身
就需着眼中长期。”重庆大学经济学教授
廖成林说，市民需要客观理性看待，根据
自己的购买能力、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
合自己的个人养老金产品。

新重庆-上游新闻记者 郭欣欣

“超级央行周”来了
超20个国家央行议息
市场关注焦点是什么？面对全球降息潮，
中国央行又将如何应对？

成效几何？哪些人在买？为试点个人养老金的重庆“算笔账”

央行风暴来袭。
随着上周加拿大央行以及多家欧系央行率先揭开了年底降息大潮

的序幕，本周更为密集的“超级央行周”也将接踵而至，超过20个国家央
行准备议息。针对“超级央行周”，目前市场的关注焦点是什么？对即将
公布利率决议的主要央行，市场又有哪些预期？面对全球降息潮，中国
央行又将如何应对？

市民向工作人员咨询社保业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