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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获悉，为确保养老待遇稳步
提升，2020年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有望
迎来新突破。“2020年是养老保险制
度改革关键年，社保降费效果开始显
现，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制度将在全国
范围内全面建立。中央调剂制度力
度继续加大。同时，‘十三五’收官之
际，社保将基本实现全覆盖，‘十四
五’目标将敲定。”中国社科院世界社
保研究中心秘书长房连泉说。

财政部社会保障司司长符金陵
日前透露，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要
求，目前有关部门正在抓紧研究改革
和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体系。

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
院院长金维刚表示，我国将加快推进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全国统筹，2019年
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比例在2018
年3%的基础上提升至3.5%，2020年
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刘比例还将进
一步提高。此外，全面推进机关事业
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实现改革前
后养老待遇平稳衔接，并尽快出台有
关职业年金的投资管理办法。完善
职工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制度。

“还要加紧建立合理的养老金调
整机制。既要使退休人员基本生活
得到保障和稳步提高，能够适当分享
经济发展成果，又要将待遇调整控制
在基金和财政所能承受的范围之
内。”金维刚说。

作为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的重要
过渡，省级统筹正加快推进。截至上
年末，13个省份已实现基金省级统收
统支。山东、安徽、广西、山西近日纷
纷宣布，自2020年1月1日起，正式实
施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
制度。

此外，在养老保险基金保值增值
方面，2020年底还将全部实施城乡居
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委托投资工
作。养老保险“二支柱”和“三支柱”
也将加快突破。

金维刚指出，在城镇职工基础养
老金实现全国统筹和实施基本养老
保险基金投资运营之后，随着全国城
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规模迅速
扩大、基金调剂和抗风险能力增强，
可以适时适当降低企业缴纳基本养
老保险费率，通过政策扶持引导和鼓
励更多企业建立企业年金。与此同
时，通过切实加大税收优惠力度促进

“第三支柱”即个人养老金制度发展。
朱小玉也表示，随着我国人口老

龄化加速，多层次社保制度建设正全
面发力，二三支柱的发展将逐步迎来
政策红利期。目前第三支柱制度建
设顶层设计正在推进。

银保监会相关负责人日前在国
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表示，在促进
社会领域商业保险发展方面，将完善
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政策，
支持养老保险第三支柱发展。《中国
银保监会关于推动银行业和保险业
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也提出“大
力发展企业年金、职业年金、各类健
康和养老保险业务”“加强养老保险
第三支柱建设”等。

“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一直在
路上。小康社会全面建成即将到来，
社会保障制度也将迈入制度结构
基本定型、更加成熟完善的发展新
阶段。在‘应保尽保’的目标基本
实现后，促统筹、保公平、可持续将
成为制度完善的重点。”朱小玉说。

据新华社

每年两次免费查询不要
忽视

北京市民王女士一开年就查询
了自己的信用报告，发现报告里记录
了一家汽车金融公司去年底曾查询
过自己的征信记录。“那期间我在 4S
店贷款买了辆新车，没想到信用报告
这么快就显示出金融机构的查询记
录。”王女士告诉记者。

近年来，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
采取多种措施，切实维护信息主体的
知情权。记者了解到，央行征信系统
对信用报告每一次被查询情况都进
行详细记录，个人可在“查询记录”中
了解到“过去 2 年内何人何时出于何
种原因”查询了信用报告，及时了解
是否存在违规查询行为或信息泄露
风险。

“个人信息主体有权每年两次免
费获取本人的信用报告。”人民银行
征信中心副主任王晓蕾表示，公众应
充分利用这两次免费机会，定期查询
自己的信用报告，及时发现问题并向
记载这笔业务的发生机构提起异议。

数据显示，2019 年前 11 个月，个
人 信 用 报 告 本 人 查 询 共 8482.6 万
次。其中，线下查询占比 74%。人民
银行在全国设有2100多个查询点，提
供柜台、自助查询机查询；部分金融
机构网点、部分地区政务大厅也布设
了自助查询机等。另外，人民银行征
信中心官方网站（www.pbccrc.org.cn）
可提供互联网查询，而招商银行和中
信银行则作为试点银行可提供网银
查询。

不过，专家提醒，个人信用报告
并不是查得越频繁越好。王晓蕾表
示，由于每次查询会被记录并在报告
里显示，如果一个人在贷款前的一段
时间内频繁查询个人征信记录，有可
能被银行认为存在信用风险而谨慎
放贷。

“代查征信”“消不良记
录”不要轻信

去年 4 月，交银国际信托有限公
司因未经同意查询个人信息和企业
的信贷信息，被人民银行武汉分行处
罚款人民币 29 万元。该公司项目经

理沈某相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 1 年，并处罚金 4000
元。

按照相关要求，向征信机构查询
个人信息的，应当取得信息主体本
人的书面同意并约定用途。但一些
金融机构在查询使用环节有章不
循，管理不严，违规查询用户征信信
息并出售获利，极大地侵害了信息
主体合法权益。为此，央行从严加
强征信系统用户管理，查漏补缺，加
大接入机构违法违规成本。

工商银行北京分行管理信息部
总经理张淑丽介绍，在吸取一些侵犯
公民个人信息，尤其是盗卖个人征信
报告案件教训的基础上，金融机构加
强了个人征信信息保护工作。

近年来，不少人因轻信“花钱消
不良记录”“代查征信”，遭遇信用卡
盗刷、电话骚扰等问题。对此，张淑
丽表示，金融机构有严格的系统流
程和管理要求，监控征信查询行为，
防范内外勾结违规删改征信信息。
应谨防落入不法分子“消除不良记
录”的圈套。

只要及时还清欠款，每个人都有

重建信用记录的权利。王晓蕾介
绍，目前个人信用报告只展示 5 年的
逾期不良记录，自逾期欠款还清之日
起保存5年，超过5年的不再展示。

遭遇“盗刷”“假车贷”可
提出异议

最近，北京白领小希心里的一块
石头落了地，之前她有一张信用卡
遭遇境外盗刷，盗刷导致的逾期欠
款给她的征信报告留下“污点”，这
一度让她非常着急。

“当时我正在申请一张新的信用
卡，很怕受不良记录影响。”小希告
诉记者，她向发卡行中国银行提出
了异议，不久后不良记录便被消除，
也顺利办了新卡。

近年来，银行卡盗刷、“假车贷”
“假按揭”等事件时有发生，不少人
担心此类情况会影响自身信用报
告。

王晓蕾介绍，个人认为本人信
用报告上的信息有错误、遗漏时，有
权向征信机构或信息提供者提出异
议申请，并要求更正。2019 年前 11

个月，央行征信中心共受理个人征
信异议申请 4.9 万笔，异议回复率
99.8%、异议解决率 99.6%。

收到异议后，征信机构或者信息
提供者需在 20 日内进行核查和处
理，并将结果书面答复异议人。“如
果有的异议处理较为复杂，需要一
定时间，信息主体可以对不良信息
先做出说明，在信用报告的‘本人声
明’部分进行解释。”王晓蕾说。

即便有不良记录，银行也不一定
拒贷。工商银行管理信息部征信管
理处处长赵星霖表示，银行是以科
学的态度使用征信报告，不会看到
逾期就不分青红皂白拒贷。银行往
往会对征信报告中各类信息进行综
合处理，比如通过模型规则生成信
用评分，轻微的逾期对分值影响有
限，申请人仍有可能通过审批获得
银行信贷服务。

专家表示，错误或过时的数据会
影响消费者信贷业务的正常获取，
也会对放贷机构风险管理带来不利
影响，征信数据质量需要个人、机
构、监管共同维护。

据新华社

养老金迎上调窗口 养老险改革谋突破

征信信息被“围猎”
如何保护好你的“经济身份证”？

个人信用报告是每一个人的“经济身份证”，与申请贷款、信用卡消费等金融生活关系密切。近年来，征信信
息重要性日益突显，应用领域不断拓展。

不过，由于个人征信信息里包含大量敏感信息，已成为社会上一些不法分子“围猎”的目标。如何保护好“经
济身份证”？

广州铁路公安处 8 日对外通
报，一名男子涉嫌在广州南站自动
售票处以“热心”帮不会操作售票
机的旅客买票等方式实施多起诈
骗，已被警方抓获。

广州南站派出所刑侦治安大
队大队长生羽骁说，2019年10月至
12月，广州南站派出所连续接到多
起旅客被骗案，经过视频追踪锁
定、旅客辨认后，确认这些案件均
为嫌疑人王某所为。

经查，王某经常身穿类似南站
工作人员的白衬衣，在广州南站一
楼自动售票机附近徘徊。发现不
会操作售票机的旅客，便冒充南站
工作人员上前搭讪。一旦骗得旅
客信任，王某便会主动“热心”为旅
客操作买票。

利用旅客对自动售票机售票
的不熟悉，王某对旅客宣称售票机
只收现金，在其点击下订单后，便
故意放入不足金额的现金，这时自
动售票机的闸口不会关闭，支付也
未完成。但王某会在此时对旅客
谎称已完成购票，让旅客前往检票
口持身份证进站乘车。信以为真
的旅客一离开，王某便迅速将未完
成订单取消，取出刚放入的现金逃
之夭夭。

去年 11 月 28 日，王某正在故
技重施时被派出所民警抓获。据
查，从10月29日至11月28日，嫌疑
人王某在广州南站一楼自动售票
机附近，诈骗旅客11人，共计诈骗
金额近万元人民币。

公安部门提醒乘客，当车站售
票处有人“热心”帮忙购票时，应当
留心，应在看到购票完成信息提
示、购票退款或移动支付完成后再
离开。 据新华社

春运前警方提醒
警惕“帮”你买票的
“好心人”

《经济参考报》1月8日刊发题为《养老金迎上调窗口期 养
老保险改革谋突破》的报道。文章称，2020年伊始，新一轮养老
金上调窗口再度开启。

《经济参考报》记者获悉，退休人员养老金将迎来16连涨，
城乡居民养老金有望继续上调，多地已在酝酿具体方案。与此
同时，2020年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也迎来关键年，多层次养老保
险体系构建再谋新突破，多项重磅举措蓄势待发。

据悉，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正在紧锣密鼓地谋划中，养老
金合理调整机制、职业年金投资管理办法或加速出炉。2020年
年内将继续上调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比例，养老金省级统筹、
城乡居民养老金投资将全面收官，备受关注的“第三支柱”——
个人养老金制度步入全面发力期。

继 2019 年我国退休人员养老
金上涨 5%之后，2020 年城镇企业
和机关事业单位职工退休人员养
老金将迎来 16 连涨，养老金上调
方案已在酝酿，或于近期加快出
台。

城乡居民养老金调整方案也
在酝酿。广东、内蒙古等地方案渐
次出炉并于本月正式实施。比如，
广东省 2020 年将对缴费年限超过
15 年的参保人，每超过 1 年每月加
发不少于 3 元基础养老金；对年满
65 周岁及以上的高龄参保人，每月
适当加发基础养老金。同时，将个
人原缴费档次调整为每年 180元至
4800 元之间九个档次。内蒙古将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档次
标准调整为 200 元至 7000 元之间
共 12 个档次。对各缴费档次政府
补贴也作出明确规定，3000 元补贴
90 元，5000 元补贴 95 元，7000 元补

贴 100 元。
财政部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朱小玉对《经
济参考报》记者表示，十九届四中
全会明确要求稳步提高基本养老
保险保障水平。2020 年城镇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水平仍将继续
上调，在调整方式上考虑将“齐步
走”的普惠调整和“排序走”的重
点倾斜调整相结合。此外，公共
财政将加大对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待遇补贴以进一步缩小二元养老
保险制度下的待遇水平差距。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
研究员汪德华指出，随着财政补
贴标准提高以及政策上鼓励多缴
多得，我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
遇整体上还将持续提升。此外，
目前财政补贴主要依据地方财力
情况，未来还将进一步明确标准
和原则。

养老金将迎来16连涨

今年是养老保险改革关键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