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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寿时代来临，哪些准备可以提前做？

做自己的 CFO→

近年来，物联网、AI、ChatGPT 等等新概念充斥着我们的生活，“人类正处

于新一轮的科技变革中”已成为很多人的共识，而与此同时，还有一场变革正悄

然发生——长寿时代正在到来。

年逾七十古来稀，如今已司空见惯。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十四五”

国民健康规划》，到 2025 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将在 2020 年的 77.93 岁基础上

“继续提高 1岁左右。”到 2035 年，“人均预期寿命达到 80 岁以上”。医疗水

平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降低了死亡率，可是，生育率近年来亦呈下降趋势。

低死亡率和低出生率两个因素将带来寿命延长和人口结构的缓慢变化，推动我们

向长寿时代迈进。

2022 年 11 月 25 日，个人养老金制度在 36 个先行城市（地区）正式启动实

施。今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已明确将“养老金融”纳入“五篇大文章”之中，

其社会价值和战略意义被推至新高度。

随着我国养老第三支柱建设的大力发展，“投资养老”正变为居民的主流选

择。在中青年时期，我们应该如何应对“长寿时代”的来临？又该如何让自己的

养老生活从“生存型养老”变为高质量的“生活型养老”呢？

利用“三分法”，做好自己的“首席财务官”

想要应对长寿时代，大家需要尽早认真规划自己未来的财富状况，像企业



CFO 一样管理自己的“人生财富公司”。

对于大部分的中青年人来说，现在的收入或许主要靠薪资、投资等，现金流

入可以大于流出，但在未来较长的老年期，收入发生变化的同时，医疗费等现金

流出或会大幅增加。因此，为了避免老年时代的现金告急，我们建议大家尽早利

用“三分法”进行自己的整个人生周期的财务规划。

所谓“三分法”，就是把手里的钱分成三份：

一份短期要用的活钱，以备不时之需，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应急资金”；

一份中期应急保障的钱；

一份长期投资的闲钱。

1、短期要用的活钱：关键词——流动性

要放在流动性高的地方，保证可以随存随取，这部分钱主要应对日常开支，

如：房租房贷、水电煤物业费、伙食费、交通费等。这部分钱对流动性要求高，

增值不是重点，因此需要挑选流动性好，波动性较低的产品。

2、中期应急保障的钱：关键词——低波动性

中短期(2 年以内)要用到的钱，如：一两年后要买车买房或者结婚生子的钱、

半年后的旅游资金等。这部分资金需要首先考虑低波动性，其次考虑增值性，可

以关注一些投资策略追求稳健的产品。

3、用于长期投资的闲钱：关键词——增值性

2年以上不用的闲钱。这笔钱可以通过长期投资，博取更高的收益。这笔钱

没有固定用途，所以可以投资较长时间，即使短期内出现亏损，也不会对我们的

生活造成太大影响，还可以通过拉长投资时间来平衡市场风险。这类资金我们可

以考虑投资权益类资产，比如主动偏股型基金和指数型基金。

想要实现真正的财富健康，只会“三分法”可能还不够，还需要确认好每个

人生阶段的主要任务，在时间维度上，建立与生命等长的现金流；在空间维度上，

建立个人、家庭财富无风险的净资产。综合运用好一系列金融和非金融工具，进

行资产、负债、流动性管理，以满足人生不同阶段的财富管理需求。

1、从校园到社会，正值事业的起步发展期。这时收入可能还不够高，却有

许多刚性重要支出，比如结婚、购房、生子等，所以这段时期务必注重收支平衡，

尽量打造一张健康的资产负债表，实现资产和负债的平衡。



2、在事业高速发展期，结余资金逐步积累。这段时期的财务目标可以是为

预期增加的寿命储备更多的资金维持财务稳定，满足养老和健康的支付，因此可

以考虑一些权益类资产占比较高的优质产品进行长期投资。

3、步入退休后的银发阶段。这时候积累的资金比较多了，但需要注意尽量

不要投资于风险过高的产品，守住自己的钱袋子。

公募基金为个人应对“长寿时代”提供了什么方案？

公募基金为服务广大投资者，带来了“养老目标基金”这一解决方案。养老

目标基金采用较为成熟的资产配置策略，追求养老资产的长期稳健增值，力求为

投资者提供多样化的养老投资解决方案。

风险提示：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本材料中的信息或所表达的意见仅供参考，并不构成任何投资

建议。最终个人养老金实施政策以相关监管机构发布的最新文件为准。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

尽职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本金不受损失，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人购买基金时应详细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与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法律文件，全面了解产

品风险，在了解产品情况及销售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投资目标、投资期限以及风险承受能力

等因素，理性判断并谨慎做出投资决策。养老目标基金的“养老”名称不代表收益保障或其他任何形式的

收益承诺，产品不保本，可能发生亏损。请您仔细阅读专门风险揭示书，确认了解产品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