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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引发市场强烈关注——

区块链前景看好 虚拟货币当严管
本报记者 孟 飞 梁 睿

□ 区块链技术具有去中心化、不可篡改等特点，能解决互联

网时代信息无法验真、资产无法确权的“痛点”，其与物联网、人工

智能等技术融合，可用于食品药品溯源、商品防伪等领域。

□ 比特币是区块链技术应用之一。全球主权国家将加快对法

定数字货币的探索步伐，对虚拟货币的监管会越来越严。

10 月 24 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
就区块链技术发展现状和趋势进行第十
八次集体学习。当天晚上，美股市场区
块链及数字货币概念股强势上涨。10
月28日，A股市场区块链概念股同样强
势，开盘百股涨停。此外，比特币也从
7000多美元，一度突破1万美元关口。

在资本市场狂欢背后，不少投资者
的认识仍然模糊，区块链到底是什么？
区块链和虚拟货币有什么关系？有哪些
机遇和风险？

据介绍，区块链是分布式数据存储、
点对点传输、共识机制、加密算法等计算
机技术的新型应用模式，具有去中心化、
不可篡改等特点。目前，区块链技术应
用比较广泛，涵盖了教育、就业、养老、精
准脱贫、医疗健康、商品防伪、食品安全、
公益、社会救助等领域。

区块链技术如何应用？全链通有限
公司总裁路成业介绍，一是能解决互联
网时代信息无法验真、资产无法确权的

“痛点”，可用于司法、版权等领域。二是
其所具有的去中介化属性能极大降低交
易成本，可用于电商、房屋租赁等领域。
三是其所具有的数据数字化天然表达方
式，可用于数字资产、国家主权数字货币
等领域。四是区块链与物联网、人工智
能等技术深度融合，可用于食品药品溯
源、商品防伪等领域。此外，区块链还能

解决发票、汇票真伪问题，有助于解决中
小企业贷款融资难、银行风控难、部门监
管难等问题。

在区块链技术众多应用中，最广为
人知的就是比特币。以至于相关消息一
经发布，不少“币圈”人士乐观地认为，虚
拟货币的春天就要来了。果真如此吗？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研究
员甄新伟表示，虚拟货币的发展取决于
法律、技术以及政府态度、社会共识等因
素，“春天”来临与否还需一段时间观
察。另外，虚拟货币主要价值在于替代
传统信用货币的职能，但从当前实践看，
虚拟货币还有很多不成熟、不完善的地
方，需要相关方共同努力，积极推动。

路成业表示，中共中央政治局此次
集体学习的导向，将会在虚拟货币市场
上产生持续深远的影响，但并不代表虚

拟货币将迅速膨胀。未来，全球主权国家
将加快对法定数字货币的探索步伐，同时，
对虚拟货币的监管会越来越严。

专家表示，对于区块链技术，监管部
门一直持鼓励和支持态度。不过，对于
那些利用区块链技术发币圈钱、炒作空
气币等行为，则要坚决打击和禁止。

甄新伟认为，区块链技术蕴含两大
机会：一是区块链底层技术开发方面的
机会，主要涉及区块链基础设施，尤其是
密码技术、密码算法等；二是区块链技术
与细分行业融合应用的机会，包括数字
金融、物联网、智能制造、供应链管理、数
字资产交易等领域。

路成业表示，区块链投资机会主要
集中在数字金融、物联网、智能制造、供
应链管理、数字资产交易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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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大风反成沙尘“帮凶”
本报记者 郭静原

10 月下旬，冷气团接连南下，在全国开启
了“连击”模式。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
介绍，10月27日至29日的冷空气过程，淮河以
北大部地区会出现4级到6级风，阵风可达7级
到9级，内蒙古中西部阵风可达10 级并伴有沙
尘天气。

通常来说，大风过境有利于净化空气。但在
近期大风天气中，污染物浓度却不降反升。10
月28日清晨，北方多地PM10浓度爆表，太原达
740 微克每立方米，石家庄为 935 微克每立方
米，北京也达到了448微克每立方米。

监测资料显示，北京本次同时出现的大风、沙
尘天气过程为近 10 年同期唯一一次（2009 年至
2018年10月下旬，观象台大风、沙尘日数均为0
天）。历史上，沙尘日数最多为2天（1954年），大
风日数最多为3天（1972年、1974年和1981年）、
2000年以来最多为2天（2003年和2008年）。

为何大风不但没能起到很好的空气清洁作
用，反而出现了重度污染呢？北京市气象局相关
专家解释称，这是受上游沙尘输送和本地局地扬
沙共同作用的结果。不过随着东北冷空气过境，
北风持续吹拂，外地传输的污染将逐渐减弱，
28 日下午浓度已有所下降，能见度明显好转，
空气质量也将逐渐转优。

气象部门预计，10月31日至11月1日还将
有一次明显冷空气过程，华北东部、东北地区将
有 4 级到 6 级风，气温下降 4℃至 8℃。专家建
议，近期冷空气活动频繁，需注意防御雨雪低温
天气的不利影响，公众外出留意交通安全，注意
防风保暖。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8日电 （记者魏玉坤） 日前，
交通运输部印发《城市轨道交通客运组织与服务管理办
法》，明确了地铁客运服务、乘客行为规范等方面的具体要
求，将于2020年4月1日起施行。办法提出了哪些具体规
定？怎么确保落实？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副司长王绣春
28日接受了新华社记者专访。

办法明确，乘客不得在地铁内推销产品或从事营销活
动，乞讨、卖艺及歌舞表演，大声喧哗、吵闹，使用电子设备
时外放声音等。“城市轨道交通是客流密集的公共场所，需
要有相对安静和舒适的环境。”王绣春表示，规定不得从事
营销、乞讨和外放音乐等活动，主要是为了维护公共秩序，
营造良好的出行环境。

针对不得在列车内进食的规定，王绣春说，城市轨道交
通列车环境密闭、客流密集，有异味的食物影响空气质量，
气味不宜消散，而且乘客携带高温食物可能导致烫伤，因而
规定乘客不得在地铁内进食。

除了上述规定外，办法还明确了以下乘客行为规范：不
得骑行平衡车、电动车（不包括残疾人助力车）、自行车，使
用滑板、溜冰鞋；不得随地吐痰、便溺、乱吐口香糖，乱扔果
皮、纸屑等废弃物，躺卧或踩踏座席等。

办法要求，与火车站、长途客运站、机场等相衔接的车
站，提供的安检场地应为安检互认提供便利。“要求与火车
站、长途客运站、机场等相衔接的车站，提供的安检场地应
为安检互认提供便利，主要目的是减少重复安检，减少资源
和时间浪费，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高效和便捷的出行服
务。”王绣春说。

据介绍，在减少重复安检方面，天津站实现了双向安检
互认，成都东站和北京南站实现了乘客从火车站出站后乘
坐地铁不需要再次安检。

办法要求，城市轨道交通线网应统一标志标识。车站
醒目位置应张贴本站首末班车时间、周边公交换乘信息
等。“城市轨道交通车站出入口多、结构复杂，标志标识有助
于乘客快速获取所需信息，减少乘客滞留。”王绣春说，要求
车站醒目位置张贴本站首末班车时间、周边公交换乘信息
等，能够方便乘客选择城市轨道交通或者公交出行。

此外，办法还在以下方面作出了规定：遇节假日、大型
活动、恶劣天气以及衔接火车站或者机场的线路有火车、飞
机大面积晚点的，城市轨道交通运营主管部门可要求运营
单位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适当延长运营时间。

自动售票机大面积故障时，应增加人工售票窗口。自
动检票机大面积故障时，应采取人工检票、免检等方式，引
导乘客有序进出站。

王绣春说，办法是从规范运营企业内部管理的角度作
出的要求。为了保证这些措施能够有效落实，交通运输部
出台了《城市轨道交通服务质量评价管理办法》及配套技术
规范，要求行业主管部门每年组织开展服务质量评价。

“其中，关于标志标识、首末班车时间、换乘信息等是评
估的重要方面，在乘客满意度和服务保障能力评估中都有
体现。”王绣春说，服务质量评价完成后，要求将评价结果向
社会公开，促进运营服务水平不断提高。

交通运输部有关负责人解读新规

确保地铁环境舒适出行通畅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调研显示，多数企业对减税政策的获得感较高——

用更有力的改革和创新来降成本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董碧娟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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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成本到底降了多少？中国财政
科学研究院实地调研 19 个省份 200 余
家企业，并分析了12175份线上调查问
卷。近日，相关报告正式发布。

调查显示，一系列降成本政策持续
发挥作用，企业税费成本、融资成本、用
能用地成本等出现一定程度下降，企业
获得感增强。但同时，人工、物流、原材
料等成本仍保持一定上升态势，要以更
加彻底的要素市场化改革应对。

企业税费下降成亮点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介
绍，“近年来，各项降成本政策持续推进
和不断加码，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企
业成本快速上升态势得到有效抑制，企
业总体负担有所下降，生产经营状况得
以改善。尤其是得益于持续的大规模减
税降费，企业税费负担出现较大幅度下
降，成为降成本政策的突出亮点”。

从此次调研情况看，多数企业对减
税政策的获得感较高。超过六成样本企
业“企业纳税总额占营业收入之比”小于
5%，即百元收入纳税不足 5 元。同时，
94%以上样本企业百元收入纳税不足
15 元。企业纳税总额占综合成本费用
之比的 3 年均值为 2.48%，且呈逐年下
降趋势，从 2016 年的 2.86%降至 2018
年的2.24%。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公共收入研究
中心主任张学诞介绍，“调查显示，市场
主体将节省下来的税费资金用于扩大投
资、增加研发、雇佣人员等。以增值税为
例，样本企业减缴税额 29.8%用于增加
利润，18.9%用于降低价格，17.4%用于
增加研发，15.2%用于提高工资等”。

此外，企业也感受到用能用地成本
增速明显回落。调查显示，过去 3 年实
体经济企业平均用电成本虽持续增长，
但增幅明显下降，从2017年的7.66%降
至 2018 年的 0.96%。2016 年至 2018
年，实体经济企业的平均用房用地成本
呈现上升趋势，但增速明显放缓。

“近年来，各级政府不断优化营商环
境，取得了较大成效，制度性交易成本不
断下降。”刘尚希说。2018 年，69.03%
的样本企业认为营商环境有所改善，比
上一年度高出16个百分点；53.82%的样
本企业认为营商环境改善程度最大的方
面是办事程序优化和时间节省。

在企业融资成本方面，实体企业债
券融资成本下降明显。中国财政科学研
究院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封北麟介绍，
2018 年上半年实体企业债券融资成本
较高，2018 年 2 月份 AA 级 5 年期企业
债券到期收益率为5.9%，半年期短融到
期 收 益 率 为 5.22% ，中 期 票 据 为
5.91%。随着 2018 年下半年债券市场
政策放松，利率一路下降。今年6月份，
企业债券、短融和中期票据到期收益率
分别降至4.96%、3.46%和4.93%。

人工物流成本仍较高

调研显示，企业人工成本、物流成
本、原材料成本等仍在不断上升。在人
工成本方面，过去 3 年实体经济企业的
人均工资持续较快增长，年均增速达到
8.37%。其中，东部地区年均增速更是
高达9.22%。

在物流成本方面，2016 年至 2018
年 ，企 业 户 均 物 流 成 本 年 均 增 长
19.7%。分区域来看，中部地区企业户
均物流成本增长最快（增速为25.90%），
东北地区企业户均物流成本增长最慢

（增速为12.28%）。
2016 年至 2018 年间，国有企业户

均物流成本最高，3年均值为5637.06万
元；小型企业户均物流成本最低，3年均
值为 429.38 万元；中型、微型企业户均
物流成本处于中间水平。分行业来看，
除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下降外，其他多数
行业户均物流成本呈上升趋势。样本企

业普遍认为，人工成本增加是导致物流
成本上升的首要因素，其次还包括燃油
价格上升、车辆保养维修费用上升等
因素。

原材料成本是决定企业盈利水平和
市场竞争力的重要因素。过去 3 年，实
体经济企业户均原材料成本年均增速高
达17.68%。从区域来看，户均原材料成
本增长最快的是东北地区，相应增速为
29.59%；东部地区企业户均原材料成本
增速最低，为 14.84%。相对而言，中西
部地区企业户均原材料成本增速处于中
间水平。

分行业来看，除仓储业外，大部分行
业企业户均原材料成本呈上升趋势。
2016 年至 2018 年，批发业户均原材料
成本最高，3年均值为49878.30万元；物
业管理业户均原材料成本最低，3 年均
值为257.90万元。

改革创新是根本之道

刘尚希认为，“政府直接降成本和
政策式降成本侧重于‘减负’，即依据
明确的政策工具或政策导向，实现企业
各类成本负担的直接下降。政府间接降
成本和改革式降成本则更强调‘创
新’，即要充分发挥政策引导市场、市
场引导企业、政府带动企业的功能，通
过政府、企业两方面的创新，实现成本
结构长远、持续的合理安排。当前，降
成本要尽快转向政府间接降成本和改革
式降成本的方向。”

“经济高质量发展意味着高技术、高
人力资本投入，自然伴随着成本增加。

创新是降成本的前提，能够持续提供降
成本动力。”刘尚希说，降成本创新主体
包括两大方面：一是政府的创新，二是企
业的创新。政府创新是在前期政策性降
成本基础上，进一步推动改革式降成本；
企业创新则是加大创新投入，致力于提
高核心竞争力。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财政与国家治
理研究中心主任赵福昌认为，“下一步，
应在推动‘放管服’改革向纵深协调发
展、继续提升行政效率基础上，根据各地
实际，结合各地产业特征和区域优势，通
过打造和提升产业链，推动产业集聚和
效率提升，降低企业成本，为企业发展创
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应继续大力完善和探索发展多层
次多渠道的融资市场体系，全面提升科
创型企业股权融资的服务能力，同时加
快培育和壮大一批有实力、有战略眼光
的长期机构投资者，完善创投退出机制，
降低融资成本。”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财
务与会计研究中心主任徐玉德说。

《政府工作报告》在部署今年工作任
务时，提出降低贷款成本、明显降低中小
微企业综合融资成本、降低制度性交易
成本、降低制造业用电成本等任务。日
前公布的《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则以法律
形式固定了“着力提升政务服务能力和
水平，切实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降低
民营企业、中小企业综合融资成本”“优
化简化通关流程，提高通关效率，清理规
范口岸收费，降低通关成本”等多项降成
本措施。

本报讯 记者杨阳腾报道：10 月
27 日，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税务局宣
布，将以深圳前海为试点，全面推广电
子发票，预计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全
面停供纸质增值税普通发票，实现电子
发票“全覆盖”。同时，对使用区块链
电子发票的企业，未来将根据实际业务
不限量供应。

2018 年，国家税务总局提出加强
对区块链技术的研究。2018 年 8 月
份，深圳国贸旋转餐厅开出全国第一张
区块链电子发票。截至今年 10 月 27
日，深圳注册使用区块链电子发票的企
业超过 7500 家，共开票 975 万余张，
涉及金额 69.3 亿元，覆盖餐饮、零
售、交通、住宿等多个民生领域。

深圳开出区块链电子发票近千万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