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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及1.2亿人！退休人员养老金上涨4.5% 实现“17连涨”！这两类人员或涨幅更高

  

养老金“17连涨”来了！

4月16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发布《关于2021年调整退休人员基本养
老金的通知》(下称《通知》)，明确从2021年1月1日起，为2020年底前已按规定
办理退休手续并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的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提高基本养老
金水平，总体调整水平为2020年退休人员月人均基本养老金的4.5%。各省以全国
总体调整比例为高限，确定本省调整比例和水平。

在2020年第四季度新闻发布会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卢爱红介绍，
2020年社保待遇按时足额发放，调整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工作全面完成，惠及超过
1.2亿退休人员。

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涨4.5%

《通知》提出，对于2020年12月31日前已按规定办理退休手续并按月领取基本养
老金的退休人员，将调整基本养老金水平。

在调整水平上，《通知》明确，全国总体调整比例按照2020年退休人员月人均基本
养老金的4.5%确定。各省以全国总体调整比例为高限，确定本省调整比例和水平。

在调整办法上，《通知》将继续坚持“并轨”原则，调整办法与2016年和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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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相同，采取定额调整、挂钩调整与适当倾斜相结合的办法，并实现企业和机关
事业单位退休人员调整办法统一。具体来看：

1、定额调整要体现公平原则。

2、挂钩调整要体现“多缴多得”、“长缴多得”的激励机制，可与退休人员本人
缴费年限(或工作年限)、基本养老金水平等因素挂钩。

3、对高龄退休人员、艰苦边远地区退休人员，可适当提高调整水平。

《通知》还要求，继续确保安置到地方工作且已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企业退休军转
干部基本养老金不低于当地企业退休人员平均水平。要进一步强化激励，适当加大
挂钩调整所占比重。

人社部曾指出，该方法能够适当调节退休人员收入差距，体现二次分配更加注重公
平的原则。从实施效果来看，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实行完全统一的调整办法的省份
不断增加，社会接受度较高，反响良好。

在资金来源方面，《通知》明确，调整基本养老金所需资金，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
老保险的从企业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列支，参加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基本养老保
险的从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列支。对中西部地区、老工业基地、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和在京中央国家机关及所属事业单位，中央财政予以适当补助。未参
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调整所需资金由原渠道解决。

《通知》还要求，各地要制定具体实施方案，要严格按照人社部、财政部备案同意
的实施方案执行。要切实采取措施加强养老保险基金收支管理，提前做好资金安排
，确保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不得发生新的拖欠。未经人社部、财政部批准，
不得自行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不得通过设立最低养老金标准等方式变相
提高待遇水平。

基本养老金涨幅持续收窄，改革目光聚焦第三支柱

自2005年起，人社部、财政部每年都会适当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本次上
涨也代表着退休人员养老金的17连涨。从2016年开始，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也
被纳入到调整范围里。不过，从2016年起，基本养老金的涨幅水平从6.5%降至202
0年的5%。到2021年，基本养老金涨幅水平则进一步收窄至4.5%。

人社部曾指出，养老金调整水平，主要考虑职工平均工资增长、物价上涨，以及基
金支撑能力等因素确定。经过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已由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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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增速放缓，职工平均工资涨幅平稳，物价增
幅略低于上年同期。同时，领取基本养老金人员不断增加，加之人口老龄化加速发
展，缴费人数与领取待遇人数的抚养比不断下降，养老负担越来越重，养老保险基
金收支压力不断增大。

“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要发展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提高企业年金覆
盖率，规范发展第三支柱养老保险。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要发展第三支柱养
老保险。

银保监会首席风险官兼新闻发言人肖远企表示，居民手中并不是没有钱，主要的就
是缺乏养老用途和养老功能的长钱，需要通过有效的引导和改革，将个人储蓄和个
人投资的一部分资金转化为商业养老资金。

银保监会在近期表示，下一步将继续做好各项工作。一是稳妥有序推进养老金融试
点。在审慎监管的前提下，支持相关机构创新开发并推出各类养老金融产品。加强
业务监管，开展相关监管制度建设。二是发挥商业养老保险在第三支柱建设中的作
用。坚持强化商业养老保险保障功能，支持开发投保简便、交费灵活、收益稳健的
养老保险。探索开发适合新产业新业态从业人员和灵活就业人员需求的补充养老保
险产品。三是配合相关部门开展第三支柱相关制度建设，并做好配套工作。稳步推
动税延养老保险试点业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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