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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龄化社会加速到来之际，信托行业有望在养老产业中更好发挥作用。

近日，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网站公布评选结果，中信信托获选海南省职业
年金计划替补受托人。

“未来，中信信托将通过积极开展年金业务，不断积累受托管理经验，为切入更为
广阔的养老产业做好充分准备。”中信信托称。

信托业在养老市场有哪些机遇？深耕养老业务多年的中信信托是如何布局的？信托
业分类改革对信托行业布局养老业务又将产生哪些影响？

就上述问题，《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了中信信托风险管理部副总经理周萍。

深度布局养老第三支柱

《中国经营报》：你如何看待信托行业在养老市场中的发展机遇？

周萍：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为信托公司展业提供了业务机会。2021年5月公
布的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60岁以上人口达到2.64亿，占总人口的比例将
近五分之一。预计到2050年，我国60岁以上人口将达到4.98亿人，占总人口的三
分之一。

众所周知，信托工具价值有利于养老金结构优化。我国养老保障方面建立了三支柱
体系，但目前三支柱结构失衡，对第一支柱过于依赖，第三支柱亟待补位。截至20
21年，第一支柱规模超过9万亿元，占比达到67%以上，覆盖人群达到10.29亿。2
020年缺口达到5428亿元，财政补贴高达9427亿元。第二支柱规模达到4.4万亿元
，占比32%，但覆盖人群不到第一支柱的6%，且未来增长空间有限，难以支撑我
国养老保障的重任。第三支柱的个人养老金仍处于起步阶段，但其未来发展对我国
养老保障体系的建设至关重要。

《中国经营报》：中信信托目前在养老业务方面进行过哪些布局和探索？

周萍：中信信托已经深耕养老业务多年，无论是在养老第二支柱方面，还是在养老
第三支柱方面均已有深度布局。

在养老第二支柱的布局方面，作为业内唯一一家持有年金受托管理牌照的信托公司
，中信信托一直高度重视年金受托业务的拓展，目前已中标广东省、浙江省、辽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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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职业年金计划受托人。截至2022年末，上述年金计划受托规模合计约221亿元。

在养老第三支柱的布局方面，一是尝试打造养老财富管理信托账户，满足客户多元
化需求。2020年，中信信托推出了“家族信托+遗嘱”服务，通过构建“信托+遗
嘱”的架构，通过家族信托实现家庭财富传承安排，通过遗嘱信托，实现身亡后，
财产根据遗嘱约定进入信托，并由受托人秉承客户意愿进行管理运用及分配，实现
财富的妥善传承。二是依托养老财富管理信托账户，尝试搭建养老产业生态圈。目
前境内的养老服务机构（包括但不限于养老机构、医疗机构、康复机构、疗养机构
、托护机构、殡葬机构等），往往需要交纳较高金额的“押金”“预付款”等名目
多样的款项。对于消费者而言，担心养老服务机构卷款跑路，服务质量差，甚至是
司法风险或债务风险等情形从而导致客户预存的财产遭受损失。三是关爱弱势群体
，增强养老服务供给的公平性，助力养老保障体系建立。

2021年，中信信托与中国智力残疾人及亲友协会合作，尝试为智力障碍者家庭提供
安心托养服务。智力障碍患者通常不具备独立民事行为能力，全生命周期都需要妥
善的托养照护机构为其提供托养照护服务，而其监护人面临着自身无人养老的困难
、自身离世后智力障碍的子女无人照料的困境。中信信托通过信托工具，妥善保管
智力障碍患者监护人预留财产，协助其按时按需完成向各类服务机构进行费用结算
。

培育市场需求惠及更广泛人群

《中国经营报》：经历前几年的业务探索，你认为目前信托公司在养老金融服务市
场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还有哪些瓶颈待解？

周萍：信托以信任为基础，是一种为他人服务的制度安排，具有利他性、服务性、
灵活性的典型特征。信托制度本质是基于委托人、受托人和受益人之间关于财产转
移和财产管理的法律关系；具有产权非交易性转移、信托财产独立性、信托权属分
离性和整合性的特征。

一方面，信托公司可以通过提供定制化托管服务，参与养老保险机构、服务机构的
遴选，并与其签订合作契约，确保资金用于养老保障投资或服务购买，避免资金被
非法挪用。另一方面，信托公司也可以发挥存物功能，参与如“以房养老”等养老
金融，以专业化咨询、管理、处置经验作为赋能，并有效拉动养老服务、保险、房
地产等业务发展。

不过，信托制度引进中国以来，信托工具最主要的应用领域是金融。虽然信托公司
一直探索，力求更好地发挥信托工具价值，服务民生等领域，如养老、涉众性资金
管理等，但在实践中，社会大众对信托在养老服务等领域的运用还是缺少了解，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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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公司仍需投入大量资源，培育市场需求，让客户了解、接受信托的工具属性，进
而让信托惠及更广泛人群。

《中国经营报》：目前市场上已推出“养老保障特殊目的家族信托”“养老类保险
金信托”“植入养老服务的家庭服务信托”等创新型养老信托产品。你认为，未来
信托工具与养老服务结合还可能出现哪些创新？

周萍：信托的应用范围广泛，被认为可与人类的想象力相媲美。信托公司可以深挖
老年客户需求，找到养老服务中的难点、堵点，发挥信托工具价值，构建不同的养
老产品。

比如，在养老产业的预付类资金受托服务中，一方面，可以通过担保品受托服务信
托，将商户持有的信托受益权，作为银行贷款的担保品，为信托受益权提供登记确
权服务，进而为银行贷款提供增信，降低贷款门槛，提高贷款质量，促进小微企业
融资。另一方面，可以引入风险处置受托服务信托，帮助预付类资金受托服务信托
中破产商户实现重整。

寻找有效盈利模式

《中国经营报》：信托业务分类改革对养老信托业务的开展带来哪些影响？在新分
类背景下，中信信托养老信托业务的展业思路是否进行了相应调整？

周萍：中国银保监会日前下发《关于规范信托公司信托业务分类的通知》，将信托
业务分为资产服务信托、资产管理信托、公益慈善信托三大类，明确了回归信托本
源的总体要求，为信托公司参与养老产业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信托公司后续在服
务中，可以延伸业务链条，创设不同服务场景，尝试打造养老产业信托生态圈，寻
找有效盈利模式。

中信信托长期践行国企担当，积极履行社会责任，落实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
、专业性，未来将持续探索运用信托工具参与养老第三支柱，走出具备信托特色的
养老产业之路。

眼下正值信托业务新分类下发之际，我们将基于前期实践经验，结合新分类导向，
运用财富管理服务信托打造养老财富管理信托账户，实现“客户端、产业端、服务
端”养老场景，满足客户资产保值增值、财富传承、慈善、养老设施、养老服务选
取、优先购买权等金融及非金融需求，提供陪伴客户全生命周期的产品和服务。

为了实现该目标，我们将不断打造三方面能力：一是“以客户为中心”深化客群的
经营能力，尝试建立养老金融、养老产业和养老服务的生态链联动；二是根据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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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理和心理特点，优化“老年金融+服务”的信托特色养老体系，尝试采取便捷
、高效的方式，满足老年人的多元化金融及非金融需求；三是发挥信托工具优势，
开发适老金融产品/服务，如探索“养老金账户+遗嘱信托”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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