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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世界各国养老制度改革的主要方向是建立多支柱养老制度模式，充分

发挥市场化管理为基础的企业年金的积极作用，使养老制度从单纯注重社会功能转变为更多地注

重经济功能。在许多经济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企业年金计划已经成为其养老保障体系

的重要支柱，企业年金成为退休职工重要的收入来源，企业年金基金也成为资本市场的主要机构

投资者之一，形成了一整套有关企业年金制度运行、操作规程和管理运作的法律法规。 
企业年金之所以成为当代养老保障体系的重要支柱，主要在于其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首

先，企业年金的制度创新，突破了社会保障制度单纯由政府提供的理论限制。20 世纪 70 年代各

国养老制度改革之前，养老保障制度以政府公共管理为主要管理形式，随着福利国家和公共管理

养老制度财务危机的爆发，特别是智利养老制度的私营化改革，人们开始反思单纯由政府提供养

老保障的问题，逐步倡导市场提供公共品的积极作用，为建立现代多支柱养老保障体系找到了理

论依据。 
其二，企业年金在保障职工退休生活的同时，推动了金融业的历史性变革。综观国际企业年

金管理实践和金融市场发展的现实，企业年金基金作为一个重要的机构投资者，在金融市场的投

融资体系、市场结构、运作效率、服务水平以及管理创新等方面都产生了积极影响，进一步完善

了金融体系及其功能作用。 
其三，企业年金管理制度和运作方式的创新，促进了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的改革和完善。世界

各国规模日渐庞大的企业年金基金，已经改变传统的投资管理战略，为现代公司治理结构从经理

人控制公司为主转向投资人控制公司为主，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其四，企业年金计划已经成为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鉴于基本养老保险的

收入再分配功能、基本生活保障原则和公共管理性质，很多国家一般不将其作为企业福利。对职

工来说，企业年金计划是其养老保障需求从基本层次保障到较高层次需求得到满足的途径。企业

年金计划作为人力资源管理战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可以吸引和留住优秀职工，使之长期

为企业服务；另一方面可以增加企业凝聚力，提高劳动生产率。 
20 世纪 80 年代，我国开始改革养老保障制度。1991 年《国务院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

改革的决定》提倡、鼓励企业实行补充养老保险，随后的《国务院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

度改革的通知》、《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也都重申了国家

鼓励企业建立补充养老保险的政策。2000 年国务院《关于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试点方案的通

知》，对我国企业年金作了新的规定，为发展企业年金明确了方向。我国企业年金虽经十多年发

展，但覆盖范围偏小，基金积累有限，投资运营不很理想。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逐渐突出，

企业年金应当发挥更大的补充保障作用。 
评价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探索发展我国企业年金，有效实施企业年金基金的投资监管，

充分发挥企业年金在当前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已经成为现实社会经济条件

下，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保障制度的一个亟待研究解决的重要课题。邓大松和

刘昌平同志新著的《中国企业年金制度研究》，是研究企业年金的学术专著。作者在长期从事社

会保障研究的基础上，采用理论与实践、定性与定量以及比较分析等方法，系统研究了企业年金

治理结构、计划预期替代率和基金投资、监督管理等问题，为完善我国企业年金政策和制度提供

了较好的思路和参考，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我期待邓大松和刘昌平同志，在这一研究领域不断创新进取，为我国企业年金的发展做出应



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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