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 1月 18日 星期六
电话：8227878—8037 8232929 电子信箱：llrbxqk@126.com
晚报版部主办 组版 孙健芳 责编 符宏伟 校对 白颖凯 关 注 5

个人养老金制度改革有望在 2020年正式落地。近期，银
保监会、财政部、人社部等多部门对构建多层次养老保险体
系，推动养老保险第三支柱发展作出部署。

记者获悉，除了将个人养老金制度改革纳入国家重大改
革内容外，更多利好个人养老金产品发展及投资的政策正在
加紧酝酿，符合规定的银行理财、商业养老保险、基金等金融
产品有望成为第三支柱产品，鼓励养老金投资增配权益性资
产和另类资产政策或将适时出台。与此同时，养老金管理公
司许可准入工作也在稳步推进，伴随养老金融对内对外开放
政策的落地，我国养老金管理市场将迎来新一轮扩容。

当前我国养老保险体系由三个层次构成：政府主导并负
责管理的基本养老保险为“第一支柱”，占主导地位，规模已
超 6万亿元；政府倡导并由企业自主发展的企业年金和职业
年金为“第二支柱”，规模约 2万亿元；包括个人储蓄性养老保
险和商业养老保险在内的个人养老金制度被称为“第三支
柱”，仅在部分地区试点，规模尚小。

作为缓释基本养老金压力的重要一环，个人养老金制度
建设 2020年伊始鼓点渐紧。银保监会近半个月连发两文，将
完善养老保障第三支柱、鼓励金融机构发展养老产品作为工
作重点之一。13日，中国银保监会副主席黄洪在国新办发布
会上再度强调，加快第三支柱改革的顶层设计，下一步将把
第三支柱的改革纳入国家重大改革内容，并把第三支柱的发
展作为国家重点战略纳入到“十四五”规划之中。人社部在
14 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也提到，构建多层次养老保险体
系，推动养老保险第三支柱发展。

“建立个人养老金制度对我国金融体系建设和养老保障
体系建设具有多重积极意义，按目前的节奏，预计最快上半
年落地。”苏宁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黄大智表示，个人养老
金为建设更有韧性的金融市场提供了长期战略性资金支持，
也提高了个人老年经济支持能力，特别是满足了未能参加年
金计划劳动者的制度化补充养老保障需要，此外，进一步强
化了养老金体系的可持续性。

据监管人士透露，当前国家已从重点发展战略的高度，谋
划第三支柱养老金的发展。预计后续将在多个方面完善政策
支持，包括出台政策激励措施，完善税延商业养老保险试点政
策，研究制定将个人储蓄转化为个人储蓄养老金的政策，以及
制定出台第三支柱养老金投资收益免税相关政策。此外，金融
监管部门也将加快制度建设，制定适合养老投资的金融监管办
法，减少资本市场风险因素，增强养老资产投资意愿。

个人养老金领域已成为备受关注且潜力巨大的市场。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底，我国60周岁及以上人

口已达24949万人，占总人口的17.9%，远超10%的国际老龄化标
准。毕马威报告预计，2018年至2050年中国老年人比重将从12%
快速升至30%，中国个人养老金市场潜力可达万亿元级别。

面对即将开启的万亿级个人养老金市场，金融机构正跑
步入场、加速布局。

截至 2019 年末，养老目标基金产品总规模已超 430 亿
元，较 2019 年年初大增近 150%。税延养老保险试点一年多
来，已有 23家公司参与税延养老保险试点，66款产品上市，累
计实现保费收入 2亿元，参保人数 4.52万人。银行方面，各大
行及股份制银行几乎全部开设了养老理财产品条线，近期密
集开业的银行理财子公司中，中银理财、光大理财、招银理财
均已发行养老理财产品，交银理财、兴银理财、中邮理财等多
家理财子公司将养老主题列为其主要的新产品类别。

工银理财总裁、董事会执行董事唐凌云表示，理财子公司
应该把握商业化养老市场崛起的趋势，推动银行理财更好地对
接养老需求，推动银行理财产品纳入养老保险第三支柱。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所副研究员关博预计，下一
步，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建立应该以个人养老金融账户为基
础，提供更加丰富的金融产品组合选择，既有已经开展试点
的税收递延养老保险等商业养老险产品，也包括养老目标基
金、养老理财等其他养老金融产品形式，使每个人可以根据
自己的养老目标、投资需求、风险偏好，构建适合自己的灵活
化养老资产组合。同时，要积极运用税收优惠政策，支持和
鼓励更多个人参与个人养老金制度。 （向家莹）

据《经济参考报》

记者 15 日获悉，为加强基
础学科拔尖创新人才选拔培养，
教育部将在部分高校开展基础
学科招生改革试点。

根据教育部《关于在部分高
校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试点
工 作 的 意 见》（也 称“ 强 基 计
划”），这一计划主要选拔有志于
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且综合
素质优秀或基础学科拔尖的学
生。由有关高校结合自身办学
特色，重点在数学、物理、化学、
生物及历史、哲学、古文字学等
相关专业招生。

在招生选拔模式上，将探索
建立基于统一高考的多维度考核
评价学生的招生模式。高校依据
考生的高考成绩，确定参加高校

考核的考生名单。考生参加统一
高考和高校考核后，高校根据考
生高考成绩、高校综合考核结果
及综合素质评价情况等按比例合
成考生综合成绩（其中高考成绩
所占比例不得低于 85%），按考生
综合成绩由高到低进行录取。对
于极少数在相关学科领域具有突
出才能和表现的考生，有关高校
可制定破格入围高校考核的条件
和办法，并提前向社会公布，考生
须参加统一高考。

高校对通过“强基计划”录取
的学生单独制定培养方案，采取
导师制、小班化等培养模式。建
立激励机制，增强学生的荣誉感
和使命感。畅通成长发展通道，
对学业优秀的学生，高校可在免

试推荐研究生、直博、公派留学、
奖学金等方面予以优先安排。探
索建立本—硕—博衔接的培养模
式。推进科教协同育人，探索建
立结合重大科研任务的人才培养
机制。通过“强基计划”录取的学
生入校后原则上不得转到相关学
科之外的专业就读。

据了解，教育部将遴选部分
高校开展这一试点。起步阶段，
遴选部分“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开
展试点。相关高校可向教育部申
请并提交相关专业的招生和人才
培养一体化方案。教育部组织专
家综合各方面因素，研究确定“强
基计划”招生高校、专业及规模。
2020年起，原有高校自主招生方
式不再使用。 据新华社

今年起高校取消自主招生 推出强基计划
教育部将在部分高校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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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将强基计划的高校考核安排在高考成绩发布后？
强基计划的高校考核安排在高考成绩发布后，是因为高考成绩在强基计划录取中将起到

两方面重要作用。
一是作为入围高校考核的条件。强基计划取消了竞赛证书、论文、专利等作为入围高校考核条

件的做法，以学生高考成绩作为依据。二是作为录取的重要依据。强基计划改变原自主招生“降分
录取”的做法，高校将考生的高考成绩、高校综合考核结果、综合素质评价情况等折合成综合成绩，
由高到低顺序录取，体现对学生更加全面综合的评价。其中，高考成绩的占比不得低于85%。

强基计划将进一步严格规
范招生程序，建立更高水平的公
平保障机制。

一是严格高校考核。按照

国家教育考试有关要求组织实
施高校考核，笔试、面试安排在国
家教育考试标准化考点进行。
面试采取专家、考生“双随机”抽

签的方式，全程录音录像。二是
完善信息公开公示。规范公开
内容，主动接受监督。三是加强
违规违纪查处。将强基计划纳
入巡视和督导工作范围，建立动
态准入退出机制。对于违规违
纪行为，按照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一是选拔定位不同。自主
招生主要选拔“具有学科特长
和创新潜质的学生”，而强基计
划主要选拔“有志于服务国家
重大战略需求且综合素质优秀
或基础学科拔尖的学生”。

二是招生专业不同。自主
招生未限定高校招生专业范
围；强基计划突出基础学科的
支撑引领作用，重点在数学、物
理、化学、生物及历史、哲学、古
文字学等相关专业安排招生。

三是入围校考的依据不
同。自主招生的入围依据主要
是考生的申请材料；强基计划的
入围依据是考生高考成绩，极少
数在相关学科领域具有突出才
能和表现的考生，有关高校可制
定破格入围高校考核的条件和
办法，并提前向社会公布。

四是录取方式不同。自主
招生采取降分录取的方式，最
低可降至一本线；强基计划将
考生高考成绩（不低于 85%）、
高校综合考核结果和综合素质
评价等折算成综合成绩，从高
到低顺序录取，体现对学生更
加全面的考查。

五是培养模式不同。相关
高校对自主招生录取的学生在
培养方式上未作特殊安排；强
基计划录取学生将实行小班
化、导师制，并探索本—硕—博
衔接的培养模式，畅通学生成
长发展通道，实现招生培养良
性互动。

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
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北京理工大学、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
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大连理工
大学、吉林大学、哈尔滨工业大
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上海交
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京大

学、东南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科
学技术大学、厦门大学、山东大
学、中国海洋大学、武汉大学、华
中科技大学、中南大学、中山大
学、华南理工大学、四川大学、重
庆大学、电子科技大学、西安交
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兰州大
学、国防科技大学。

2003 年教育部开展高校自
主招生改革以来，在探索综合评
价学生、破解招生“唯分数论”等
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有关调
查研究表明，自主招生录取的学
生 入 校 后 在 学 业 成 绩、科 技 创
新、学术论文、升学深造等方面
总体表现突出。但近年来，自主
招生也面临一些新挑战和新问
题，包括招生学科过于宽泛、重
点 不 集 中、招 生 与 培 养 衔 接 不
够、个别高校考核评价不够科学
规范、个别考生提供不真实的学
科特长材料等，必须通过进一步

深化改革，着力加以解决。
教育部在深入调研和总结

高校自主招生和上海等地高考
综合改革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制
定出台了《关于在部分高校开展
基础学科招生改革试点工作的
意见》，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
积极探索多维度考核评价模式，
着力解决自主招生中的突出问
题，逐步建立起基础学科拔尖创
新 人 才 选 拔 培 养 的 有 效 机 制 。
2020年起，原有高校自主招生方
式不再使用。

据《江南都市报》

如何确保强基计划招生的公平公正？

实施“强基计划”的背景

强基计划和原自主

招生有哪些区别？

强基计划试点高校名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