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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记者 周胜洁

本报讯“没想到不需要回
上海就可以办好产证，真是太方
便了！”马先生高兴地说。家住安
徽省阜阳市的马先生在上海市金
山区有一套房产因公证继承需要
办理转移登记，原本正愁于两地

奔波之苦的马先生，在了解到沪
苏浙皖三省一市正积极推进长三
角区域不动产登记“跨省通办”
后，向所在地阜阳市不动产登记
中心致电咨询。阜阳市不动产登
记中心在接到诉求后，随即与上
海市金山区自然资源确权登记事
务中心取得了联系并建立了协同

联动工作机制。为确保此项不动
产登记“跨省通办”业务的顺利办
理，两地登记部门先行开展了系
统联合调试。

6月19日，马先生带着相关
证件材料来到阜阳市不动产登
记中心，通过“长三角一网通办”
的线上虚拟窗口，金山区自然资
源确权登记事务中心与阜阳市
不动产登记中心进行了工作连
线。在登记工作人员的指引下，
马先生在“虚拟窗口”完成了人
脸识别、视频询问等流程，两地
登记部门将相关材料在线上平
台流转审核，马先生现场扫码缴
纳了登记费，15分钟内便完成了
登记受理，标志着全市首例继承
类“跨省通办”转移登记业务顺
利完成。新办的不动产权证书
将通过快递的方式邮寄到马先
生手中。

据了解，为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入推进长
三角一体化发展重要讲话精神，
金山区自然资源确权登记事务
中心按照国务院“高效办成一件

事”、自然资源部关于深化长三
角区域不动产登记一体化“跨省
通办”改革工作方案和本市关于
开展长三角地区政务服务“一网
通办”远程虚拟窗口工作等文件
要求，积极推进“长三角跨省通
办虚拟窗口”建设，以不动产登
记“首席登记官”为骨干力量培
育组建了一批熟悉“跨省通办”
业务的帮办引导员队伍。通过
构建“互联网+不动产登记”线上
异地申请、属地审核的一体化服
务模式，打破了原属地化管理限
制，实现了跨省不动产登记业务
的就近办理，解决了异地办理不
动产登记“多地跑”“折返跑”等
痛点难点问题，有效节约了群众
和企业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
真正实现了数据“多跑路”、群众

“少跑腿”。
从“往返千里路”到“网上十

分钟”，马先生所体验到的快捷与
便利，是金山区自然资源确权登
记事务中心着力推进不动产登记
服务“跨省通办”改革的一个缩
影。下一步，金山区自然资源确

权登记事务中心将继续对照《深
化长三角区域不动产登记一体化

“跨省通办”改革工作方案》，以实
现全域全业务类型不动产登记

“全程网办”“跨省通办”为目标，
持续拓展不动产登记“全程网办”

“跨省通办”业务类型和“朋友
圈”，进一步提升不动产登记便利
度和智能化水平，支撑长三角区
域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做实养老金融，为服务
银发经济提供关键支撑

怎么认识养老金融？中国
人寿保险（集团）公司副董事长、
总裁蔡希良认为，养老金融就是
为健康养老事业和产业提供金
融支撑以及为老年人生活提供
风险保障的金融保险活动的总
和，具体包括养老金融产品、养
老资产的管理以及养老产业金
融三大类。养老金融的特点在
于，应该具备长期积累、跨期支
付、保值增值这些重要的特征和
功能。

我国已经建立了三支柱的
养老保障体系，但存在不平衡的
问题。据蔡希良介绍，到去年年
底，第一支柱基本养老保险参保
人数10.7亿，第二支柱企业年金
和职业年金参加人数近7600万
人，第三支柱是个人养老金，到
去年年底开户数超过了4900万
个，遗憾的是账户空转率约 7
成。“所以要优化养老金融的政
策体系，提升第二、第三支柱的
吸引力。”他说。

据专业机构预测，到 2035
年，我国银发经济的市场规模有
35万亿元之多，有望成为新的经
济增长点。蔡希良指出，要做实
养老金融，为提升银发消费需求
提供关键支撑。要促进养老金
融与养老产业的高效互动，为提
升养老产业的可持续性创造更
好的条件。

“金融业的资金跨期配置功

能和养老资金安排的周期特征
非常契合，作为金融服务机构，
我们需要持续探索，不断用金融
活水，助力培育银发经济市场。”
中国农业银行董事长、执行董事
谷澍表示，当前银发经济与养老
金融发展还面临着不少难点和
堵点。

他指出，银发经济涉及面
广、产业链长、业态多元，见效
慢。养老产业普惠性经营主体
面临着如何盈利、如何取得担保
的难题。随着城镇化的持续推
进，大量县域人口迁移，转化为
新市民，但是与之配套的养老基
础设施和金融服务供给相对薄
弱。此外，银发经济养老金融高
质量发展需要凝聚社会各方面
力量。

想要做实养老金融，服务银
发经济的发展，银行业可以从以
下几个方面发力。融资服务供
给方面，把产业链和创新链融合
好，把信贷、投资、金融租赁等综
合化服务能力融合好，把养老机
构建设过程中的财务表现评价
和发展潜力的评估融合好，引导
信贷资源更多向养老产业倾斜。

养老金融服务供给方面，要
进一步统筹好城乡联动，全力保
证养老服务的延续性和获得
感。加强核心城区网点适老化
改造和适老化服务，提升新型城
镇化重点区域的养老金融服务
水平，加大网点在县域城乡结合
部的布局力度。另外，共建金融
服务生态，做好政、银、企三方结

合，增强养老服务方面全社会的
联动合力。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以
应对老龄化

14.1 亿国人中，超过 60 周
岁，此时此刻是 2.97 亿，占比
21.1%，其中超过 65 周岁有 2.1
亿，占比15.4%。“按照联合国相
关标准，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度老
龄社会。”全国政协常委周汉民
认为，“长期护理保险是我们应
对老龄社会且金融界可以积极
应用的手段，建议让长期护理险
成为一种强制保险，强制保险全
覆盖。”

同时，他还建议长期护理险

服务既要多元又必须规范。各
地可以因地制宜，但一定要有全
国统一的标准，绝不能偏离标准
过远。“‘长期护理’这一专业应
当上升到高等教育急需强化的
一个专业领域。”另外，他还强
调，评估机构必须专门、专业。

发展养老金融首先要解决
钱从哪里来？中国太平洋保险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总裁赵永刚指出：“随着人口老
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公共服务的
供给、社会保障制度的可持续发
展，都面临巨大挑战，养老也必
将从过去靠国家向靠社会、靠个
人转变。”

赵永刚认为，还要发挥跨周

期资产专业配置能力，持续为
养老资金管理贡献力量。发挥
长期资金优势，积极布局养老
服务。围绕养老金的积累、养
老服务的链接，养老人才的培
养，持续深化金融供给侧改革，
更好满足银发时代的发展需
求，助力养老金融高质量的发
展格局。

此外，赵永刚还提到，养老
行业还面临人才短缺的情况，要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打造一支能
够支撑养老社区运营的管理和
服务队伍。未来，要有意识加强
养老行业高层次人才培养，让更
多优秀年轻人才进得来、留得
住、干得好，有发展。

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上海完成首例不动产登记“跨省通办”

2035年我国银发经济规模将达35万亿元 陆家嘴论坛热议：

做实养老金融支撑消费需求
我国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养老金融作为银发经济的一环，

是我国金融强国战略的重点任务之一。2024陆家嘴论坛6月19日至6月20日在上海召开，以“银发经济与养老金
融”为主题的全体大会六6月20日举行。大会讨论了如何改善养老产业盈利难问题，金融行业怎样支持银发经济的
高质量发展，老龄化叠加低生育率人口趋势之下中国怎样解决日益扩大的养老金缺口问题及如何推进完善个人养老
金制度和市场建设等重要议题。 青年报记者 刘秦春

论坛现场。 青年报记者 刘秦春 摄

工作人员为市民办理“跨省通办”业务。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