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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通常会说80后是悲催的一代，
为什么呢？
你看80后们是这样哭诉的：

当我们读小学的时候，读大学不要钱；
我们要读大学的时候，读小学不要钱；

我们还没能工作的时候，工作也是分配的；
我们可以工作的时候，撞得头破血流才找了份饿不死人的工作；

当我们不能挣钱的时候，房子是分配的；
当我们能挣钱的时候，却发现房子已经买不起了……

悲催的80后

1980年——独苗
 国家提倡一对夫妻只生育一个孩子，于是很多80后成了独苗！

1997年——大学

全部大学开始收费，年龄最大的80后17岁，开始步入大学校园！

1998年——房奴

全国房改。2004年房价大涨，年龄最大的80后24岁，步入结婚买房的年龄段，成了第一代的房奴！

2015年——二孩

中国实行全面二孩，80后25岁至35岁，成为生育主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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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延退

延迟退休时间表正式公布，按初步测算，80后们又赶上了！

多数80后目前正处于成家立业以及子女的出生阶段的家庭形成期，80后多为独生子女，处于“421”甚至

“422”家庭的“夹心层”，父母多为50后，赡养压力较大。再加之房价高企，二胎政策可能加大的育儿成

本，以及老龄化日趋严重，通胀蚕食资产，股市波动加剧等问题，80后的养老经济压力可能比60后、70后更

大。

80后的养老危机

按照传统统计口径，中国2000年之前进入老龄社会，2025年进入深度老龄社会，2035年进入超级老龄社会。
这一切都被80后们妥妥地赶上了！

 1、人口老龄化加剧
 据测算，我们国家目前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达到了14.9%，到2020年将达到19.3%，到2050年将达到

38.6%，而在这个过程中，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数是在下降。

2、抚养比大幅下降

目前，职工养老保险的抚养比是3.04：1，也就是3个人养1个人，到了2020年将下降到2.94：1，到2050年

将下降到1.3：1，相当于一个人供养一个老人。

3、养老保险年度缴费赤字

财政部去年发布的数据显示，在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项，剔除财政补贴等收入，2014年，基本养老

保险费收入为18726亿元；基本养老金支出为19045亿元，收支相抵为负的319亿元。职工养老保险在社会保

障制度建立多年后出现年度缴费赤字，养老保险的可持续性受到极大挑战。

4、养老储备仅够花10年



调查显示：多数受访者预期退休时积累的个人财务目标均值为198万元，而目前他们家庭现有流动资产总值平

均为132万元，存在较大差距。甚至1/3已退休受访者承认，目前养老储备仅能继续维持10年的退休生活。

80后要备足保险

单身80后应优先考虑意外险

目前，很多80后已过而立之年，有些已成为社会的中坚，但相比稍微年长的人群，80后还正处于事业
上升期，没有太多积蓄。尤其是有些单身的80后，由于不会理财，更是成为“月光族”。对于这些人群来
说，生活并不轻松，薪资水平相对较低的因素，决定了他们自身抵御经济风险能力较弱。

 　　
如果每月能从收入中节省出10%来参与保险计划，在不会降低原本的生活质量的同时，还能为未来作

更多保障。具体来说，“80后”单身族群应优先考虑意外险类产品，再加上一份两全重大疾病保险则更

为周全。一般来说，两全重大疾病保险会有生存金和满期金给付，这类产品的优点在于为自己构筑保障

的同时还能做一些财富积累。

需要提醒单身“80后”人士的是，重大疾病保险作为健康险的一种，越早购买越好，因为其保费会随着
年龄的增加而提高。而且年轻人买重疾险一般不会遇到因身体原因而被保险公司要求增加保费或者部分
责任免除的情况。

至于保额方面，一般至少以个人年收入的5倍来定，上限可根据自己的经济能力来衡量。因为重疾一般
有五年左右的康复期，在这五年内，治疗之外以及工作收入的损失，可以依靠保险来弥补。



成家80后应健康养老险作双重考虑

“80后”父母作为家庭的“顶梁柱”应先为自己构建周全的保障。首要考虑高保障的产品，通常来说，意外

伤害保险、健康保险和定期寿险等保障相对较高，可先作考虑。
 

一般来说，很多长期缴费类的保险产品都可附加豁免保费保障。即投保人一旦丧失缴费能力，保险公司
会垫缴余下保费，让主险持续有效。可以说豁免保费的这份附加险具有“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只要很少
的费用就能为保障再加一层保障，“80后”在投保时千万不要忽视。需要强调的是，购买保险的一大原

则是越早买越早受益，而且保费相对较低，负担也轻一些。

总之，
80后养老规划越早开始越好，买重疾险要趁早，
养老保险也是如此，趁年轻，赶紧投保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