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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选择 差异化收益风险
在我国养老保险体系中，

作为第一支柱的基本养老保
险主要是保障退休基本生活
需要；第二支柱中的企业年金
目前只有部分企业提供；养老
金融作为第三支柱的有力支
撑，由于参与门槛相对较低，
参与方式灵活，被寄予厚望。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
数据显示，截至 2023 年三季
度末，专属商业养老保险累
计保费规模 81.6 亿元，承保
63.7万件；养老理财产品累计
发行规模超过1000亿元。

光大理财有关负责人表
示，养老理财、养老基金、养
老保险、养老储蓄存款等产
品差异化的收益风险特征，
可以让投资者根据自己的风
险偏好和养老规划在不同产

品之间进行选择，未来还可
以在不同年龄阶段调整自己
的投资配置比例。

建设社区 丰富服务内容
记者采访了解到，当前老

年人在健康管理、医疗服务等
方面的需求旺盛。金融行业通
过投资建设养老社区、融资支
持养老产业、优化适老服务等
方式，不断丰富养老服务内容。

24 小时“一键呼叫”、健
康服务站方便老人检查身
体……记者在大家保险北京
阜外城心社区看到，这家紧
邻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
的养老社区可根据入住老人
身体情况、年龄阶段等，提供
中医诊疗、心脏康复、养老照
护等多元化服务。

“农业银行发放了 7000

万元信用贷款，利率优惠，帮
我们解决了建设资金缺口。”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一家养
老院负责人胡兴民说，有低
成本资金支持，加上有效控
制运营成本，能充分让利给
入住老人。

记者在工商银行广州逢
源路支行爱心窗口看到，客
户经理正为一位老人耐心讲
解业务。“到店老年客户占比
超五成。”支行副行长李凯萍
说，网点对设施环境改造升
级，并优先为老人办理业务；
行动不便的老人无法到网点
办理须由本人亲自办理的业
务时，工作人员会上门服务。

完善制度 增强产品吸引力
记者从多地人社部门了

解到，辖内开立的个人养老

金账户数量在增加，但实际
缴存资金相对不高，下一步
将继续做好政策宣传，不断
提升居民缴存积极性。

养老金融的发展，离不
开制度的完善和保障。专家
表示，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
的参与者，才能在缴纳环节
享受到个人养老金带来的优
惠。如果能让免缴个税人群
享受到优惠，对个税缴纳人
群提高税优额度，将有助于
拓宽养老金融产品覆盖面。

提升养老金融服务的普
惠性同样重要。业内人士表
示，当前居家养老需求巨大，
需要机构有更高的综合专业
服务能力；保险机构要深度参
与其中，为更多老年人提供方
便可及、价格可负担、品质有
保障的养老服务。据新华社

我市新增一批
电商示范单位

本报讯（正观新闻·郑州
晚报记者 成燕）记者昨日从
市商务局获悉，为持续提升
全市电子商务产业发展水
平，该局近期开展了第三批
市级电子商务示范单位评选
工作。

据了解，经过企业自主
申报、相关单位审核推荐、专
家评审、公示确认，认定泛锐
云智科技（郑州）有限公司等
40家企业为第三批市级电子
商务示范企业，海一云商电
子商务产业基地等13个园区
为第三批市级电子商务示范
园区（基地），河南应用技术
职业学院等 7 家基地为第三
批市级电子商务人才教育示
范基地，河南妙奇商贸有限
公司等 5 家企业为第三批市
级跨境电子商务海外仓示范
企业。

据悉，按照要求，下一步，
相关企业将充分发挥在行业
发展方面的示范作用，带动关
联企业协同发展，促进就业创
业，并与商务部门加强沟通配
合，及时报送相关情况。各开
发区、区县（市）商务部门将密
切关注示范单位发展动态，加
强对示范单位的日常指导服
务，帮助协调解决发展中的困
难和问题。

第二批省专利导航
服务基地名单发布
金水区国家知识产权
创意园区入选

本报讯（正观新闻·郑州
晚报记者 李爱琴）1 月 2 日，
记者从省知识产权局获悉，我
省日前发布《河南省知识产权
局关于公布第二批河南省专
利导航服务基地名单的通
知》，金水区国家知识产权创
意产业试点园区入选。

创意园区将以入选省专
利导航服务基地为起点，深
入实施专利导航需求对接、
深入加强专利导航组织实
施、深入实施专利导航应用
推广、深入实施专利导航主
体培育，推进生物农业产业
专利导航服务基地建设项
目，使专利导航服务基地成
为专利与产业发展紧密结
合的服务基地、专利运用体
制机制创新的先行区、专利
运营业务发展的培育区、创
新创业生态区和转型升级
引领区，圆满完成河南省专
利导航服务基地建设任务，
打造河南省特色产业专利
导航服务基地，为专利导航
服务基地建设工作提供实
践经验。

本报讯（正观新闻·郑
州晚报记者 侯爱敏）市统
计局日前发布2023年1~11
月经济运行分析。2023年
1~11 月，主要经济指标表
现良好，全市经济整体呈
现“稳中有进、持续向好”
发展态势。

来自市统计局的数据
显示，去年以来全市经济运
行稳步加速。第三季度当
季 ，全 市 GDP 同 比 增 长
6.8%，比第一、第二季度分
别加快 0.8、0.1 个百分点。
前三季度，全市 GDP 首次
突破万亿元大关，同比增长
6.5%，增速分别高于全国、
全省 1.3、2.7 个百分点，在
国家中心城市和24个万亿
城市中均居第二位，在中部
六省会城市中居首位，增速
连续两个季度居全省首位，
比上年同期前移13位。

对全省的贡献度持续
提升。前三季度，郑州全
省首位度达到21.8%，对全
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
35%，充分体现“省会城市
勇挑大梁”的责任担当。

2023 年 1~11 月，全市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
增长 12.2%，居全省第一
位；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
长4.8%，居全省第九位；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
长7.8%，居全省第三位；商
品房销售面积同比增长
14.4%，居全省第二位。

工业顶梁柱作用持续
发挥。2023 年 1~11 月，全
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12.2%的增速，比 1~10 月
提高 2.9 个百分点，增速
分别高于全国、全省 7.9、
7.2 个百分点。七成工业
行业保持增长。全市规
上工业高新技术产业、战
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制
造业增加值分别同比增
长 17.1%、14.4%、14.3%，占

规上工业的比重分别达
到 72.3%、51.4%、37.8%，比
上年同期提高 3.0、0.5、1.4
个百分点。

工业投资高速增长、
大项目强势带动、民间投
资向好、新兴产业投资增
势良好……种种因素叠
加，助力固定资产投资好
势头。2023 年 1~11 月，全
市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4.8%，比1~10月提高0.8个
百分点，增速分别高于全
国 、全 省 1.9、2.8 个 百 分
点。大项目投资带动作用
明显。全市亿元及以上项

目完成投资额同比增长
19.5%，高于全部投资 14.7
个百分点，拉动全市投资
增速 9.0 个百分点。去年
前11个月民间投资同比增
长3.2%，比1~10月提高0.9
个百分点。

近七成商品消费保持
增长的态势，撑起去年前
11 个月消费市场的繁荣。
2023年1~11 月，全市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 5154.8 亿
元，同比增长 7.8%，比 1~
10月提高1.3个百分点，增
速 分 别 高 于 全 国 、全 省
0.6、1.3个百分点。

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2%

郑州去年前11个月经济持续向好

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达到2.8亿，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

养老金融如何缓解“养老焦虑”？
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达到2.8亿，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缓解一些人存在的“养老焦虑”，保障老有所养，离不开金融行业

的发展。我国养老保险体系包括三大支柱——基本养老保险，企业年金、职业年金，个人养老金制度和市场化的个人商业养老金融
业务。当前，第一支柱基本健全，第二支柱初步建立并逐步完善，第三支柱仍是短板。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近期提出，加快养老金融发展，着力补齐第三支柱养老短板。保险、银行、基金等行业如何发力养老金融？

上海汽车郑州工厂正在下线检测的汽车 正观新闻·郑州晚报记者 周甬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