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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货币基金收益

缘何连降
本报记者 周 琳

1.2亿户：留住青山赢得未来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林火灿

2018年3月16日，我国第1亿户市
场主体在北京市政务服务中心工商登记服
务平台“诞生”。两年多来，我国每天都
会涌现大量市场主体，目前我国市场主体
已达到1.2亿户。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面临
风险挑战前所未有。如何稳住上亿市场主
体，帮助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个体工
商户渡过难关，使市场主体更好地释放出
潜力与活力，真正“留得青山，赢得未
来”？

推动经济发展的磅礴力量

4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
议，强调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在疫情防控常态化前提下，加大“六
稳”工作力度，做好“六保”工作。“保
市场主体”，正是“六保”工作之一。

《政府工作报告》再次强调，保障就
业和民生，必须稳住上亿市场主体，尽力
帮助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
渡过难关。

我国市场主体规模庞大，且每天仍有
许多新增市场主体，为什么还要强调“保
市场主体”？

“市场主体是全社会财富的主要贡献
者，也是推动经济发展的磅礴力量。无论
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经济高质量
发展，还是扩大就业、改善民生，都需要
有庞大的市场主体规模作为支撑。”福建
师范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黄茂兴说，当前许
多市场主体面临着痛点、难点、堵点，特
别是中小微企业抵御风险的能力偏弱，生
产经营压力更加突出。因此，我们必须保
市场主体，特别是要抓住保中小企业这个

“牛鼻子”。
“保市场主体，就是保居民就业、保

基本民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
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说，在我国
广大市场主体中，有大量中小微企业。这
些企业看似生产经营规模不大，但吸纳就
业能力非常强。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广
大中小微企业的存在，劳动力就业就没有
依托，广大群众的收入来源也很难有保
障，民生改善和社会发展都会受到影响。
因此，我们必须稳住企业，才能稳住就
业、稳住经济，才能更好地保障和改善民
生。从这个意义上看，保市场主体，就是
保经济基本盘。

李佐军指出，许多市场主体是我国产
业链、供应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海外疫
情持续蔓延的背景下，保市场主体，帮助
他们更好地抵御海外市场需求萎缩等不利
因素带来的风险，可以更有效地保持我国
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为国民经济平稳健康
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在1.2亿市场主体中，民营经济占
据了相当大的比重。保市场主体，有利于
更好地支持民营经济的发展，更好地发挥
民营经济在稳定增长、促进创新、增加就
业、改善民生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中国

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说。

千方百计保住中小微企业

“留得青山，赢得未来。”李克强总理在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铿锵有力地说。

此前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指
出，要支持企业出口转内销。要着力帮扶中
小企业渡过难关，加快落实各项政策，推进
减税降费，降低融资成本和房屋租金，提高
中小企业生存和发展能力。

“1.2亿市场主体不仅仅是各种商品和服
务的供给主体，也是市场需求的主体。”李
锦说，规模庞大的市场主体在生产经营中，
需要大量原材料、能源资源、劳动力等要素
作为支撑。这些市场主体的发展，也将产生
更多新技术、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发展，
不仅有利于提升产品和服务供给质量，也有
利于拓展更多新消费。

黄茂兴说，中小微企业是我国市场主体
最主要的组成部分，被称为“市场经济的毛
细血管”。保市场主体的关键，在于保中小
微企业。要想尽一切办法，让中小微企业和
个体工商户首先生存下来，为中国经济注入
源源不断的活力。

“中小微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壮大，本质
上要靠市场竞争。在正常的市场竞争环境
中，有的市场主体出局，有的市场主体发展
壮大。不过，目前市场主体遇到的困难，并
非正常市场竞争的结果，而是由疫情冲击造
成的。”李佐军说，必须努力帮助中小微企

业活下去，要避免一些有潜力、有后劲的中
小微企业在疫情冲击下“夭折”。

在李佐军看来，当前困扰许多市场主体
的主要问题贯穿于市场需求、供应链、产业
链、资金链的多个方面。其中，资金链是焦
点问题。在疫情冲击下，外需市场萎缩，内
需市场处于恢复之中。但是，生产运营成本
是刚性的，这就容易导致企业资金链紧张。
因此，必须有针对性地解决好企业面临的资
金压力，确保其生存发展。

最大限度释放活力与潜力

我国市场主体规模庞大，恰恰是社会创
业创新有活力、市场主体有信心的体现。

“要更好地激发市场主体活力，释放市场主
体潜能，关键是要进一步深化改革。”李佐
军说，市场主体活力主要来自于制度环境，
必须努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
商环境，让不同市场主体同台竞技、公平
竞争。

要真正激发企业家的热情与活力，不仅
要让他们看到市场机遇、挣钱机会、发展前
景，更重要的是要让其产权得到有效保护，
让其创新创业得到尊重。“要加快深化改
革，促进各类企业公平竞争，使不同企业产
权得到平等保护，使不同市场主体获得平等
准入机会，使市场在各种资源要素配置中起
决定性作用。同时，也要更好发挥政府作
用，不断完善公共服务体系，诚心诚意为各
类市场主体服务。”李佐军说。

“我们要把各项减税降费惠企政策落
到实处，把强化阶段性政策与制度性安排
结合起来，放水养鱼，切实助力市场主体
纾困发展。”黄茂兴表示，各类型企业尤
其是中小微企业要积极用足用好中央政府
和各地区出台的惠企政策，把政府的政策
红利及时化为企业的发展红利。要注意抢
抓机遇、化危为机，适时加快企业转型发
展，切实提高企业信息化水平。

“企业必须积极适应互联网技术发展
需要，利用5G、人工智能、大数据、云
平台等技术手段，加快创新企业的商业模
式，积极推动线上销售方式的创新变革和
推广应用，打造新商业业态，拓展市场空
间。”黄茂兴说。

李锦表示，当前，企业不能“等、
靠、要”，而要更加积极主动地抢抓政策
机遇，用好政策工具，持续推动创新发
展，坚定调结构、促转型，努力寻找新的
竞争力，满足不断升级的消费需求，积极
拓展新的机会，真正实现化为危机，有所
作为。

此外，专家还建议，要以全面实施负
面清单制度为突破口，继续深化“放管
服”改革，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加快推
动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的制度创新，细化完
善科技成果转化等体制机制，形成让企业
家心安、让科技人员心宽、让党政干部心
热、让创业人员心动的发展环境。从而让
1.2亿市场主体为经济持续增长提供持久
动力。

我国拥有1亿多市场主体、1.7亿多受过高等教育或拥有各类专业技能的人才，还有包括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在内的14亿人口所形成

的超大规模内需市场。这些数据的背后,蕴藏着中国经济巨大的潜力、活力与韧性。在新形势下，如何更加充分地激发潜力、释放活力？从

今日起，经济日报将陆续推出“5个数据读懂中国经济潜力”系列报道，敬请关注。

5个数据读懂中国经济潜力系列报道之①

伴随着货币市场利率变化，“宝类”互联网货币基金收益
明显回调。6月3日，天弘余额宝货币基金7日年化收益率降
至1.50%，比商业银行1年期人民币存款基准利率的1.75%还
要低0.25个百分点。此外，还有20只货币基金产品的7日年
化收益率集中在1.4%至1.7%之间。

博时基金固定收益总部现金管理组投资总监魏桢认为，货
币基金收益率走低是由基本面与政策面共同造成的趋势性变
化。2018年以来，国内外经济形势错综复杂，经济下行压力
加大。逆周期调节的大环境下，货币政策开启一轮宽松周期。
今年以来，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中国人民银行通过降准降息
与增加再贷款再贴现额度来支持实体经济，银行间流动性进一
步宽松，从而推动货基收益率加速下行。

中证金牛研究员力禾表示，余额宝持续走低有两方面原
因，一方面是受今年资管新规的限制，使得部分货币基金没有
办法投资久期更长的债券，在近期货币宽松的环境下没有办法
借助长期债券盈利。另一方面，全球范围内的宽松货币政策，
导致现金过剩，反映在货币基金所投资的现金类资产上就是利
率下降。

与收益下行相悖，今年一季度货币基金季报显示，全部货
基规模呈现明显增长，占所有基金比重止跌反弹。中金公司统
计显示，今年一季度货币基金规模（份额）环比大幅上升约
1.1万亿份，单季新增规模创历史次高水平，并结束了此前规
模不断下滑的局面，整体规模突破8万亿份至8.2万亿份。

天风证券分析师孙彬彬认为，在货基收益率大幅下降情况
下，投资者仍然大幅增持货币基金，可能由于疫情防控期间居
民线下和非必需品消费支出明显减少，居民积累下来的留存收
入流向流动性相对较高的货币基金。

中金公司分析师陈健恒表示，虽然企业和居民现金流受到
疫情冲击影响，但在政策逆周期调节、信贷投放支持加大情况
下，企业和居民存款增长均超季节性，在居民和企业流动性宽
松、风险偏好下降格局下，货币基金作为存款替代品受到
青睐。

货币基金收益为何回落？陈健恒认为，收益回落主要是因
为货币基金资产配置发生了变化。他介绍，当前货基资产配置
流动性要求显著上升，在资产价格大幅波动情况下，为应对可
能赎回带来的流动性冲击，货币基金被迫大幅提升资产流动性
要求，增加流动性资产占比，减少线下存款等较长久期资产占
比。另外，以往货币基金偏好配置同业存款。但是，在银行流
动性宽松情况下，银行存款和同业存单价格大幅下行，利率吸
引力下降。此外，同业存单利率的下行速度要快于利率债和
短期融资券，也使得同业存单性价比有所下降。

银行网点数量减少、传统网点升级、
智慧网点亮相……当下，你我身边的银行
网点正在悄悄改变。

一方面，传统银行网点数量逐步缩
减。来自中国银保监会金融许可证信息平
台的数据显示，2018年5月6日至2020
年5月4日，已有6134家银行分支机构
终止营业，而新开张的分支机构仅有
1541家，净减少4593家。

另一方面，传统银行网点正不断升级
迭代，智慧银行旗舰店、5G智能网点、
全面无卡网点……在一系列创新举措助推
下，银行网点正朝着智慧化、体验化、线
上线下一体化方向转型，相关业务也由传
统人工柜台向智能设备迁移。

那么，这些变化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对你我的金融服务又会产生哪些影响？

多位业内人士表示，传统网点缩
减，是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必然结果。具
体来看，在移动互联网快速发展之前，
银行与用户联结主要通过线下网点，为

了增加获客渠道，银行大规模铺设网点、
增设ATM的做法曾盛极一时。“当前，除
去支付业务，金融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并非
高频，而在互联网时代，高频才意味着机
会，有机会才能创造价值。”招行相关负责
人说，在移动互联时代，用户取现需求减
少，线上操作行为大幅增加。因此，完善
手机银行APP，构建综合服务生态，将金
融业务嵌入用户生活场景中，才能增强彼
此的黏性。

同时，该负责人还表示，通过线下网点
高频触达用户的成本很高，包括场地、设

备、人员等，但手机银行APP上的交互、
服务成本却大大降低，无形中减少了银行引
流压力。

来自中国银行业协会的统计数据显示，
2019年银行业金融机构手机银行交易笔数
达1214.51亿笔，交易金额达335.63万亿
元，同比增长38.88%；网上银行交易笔数
达1637.84亿笔，同比增长7.42%，交易金
额达1657.75万亿元。

当然，手机银行APP的快速发展并不
意味着传统线下网点的消亡。相反，二者可
有效衔接，线上线下互动，形成服务闭环，

这也是近年来传统网点向“智能网点”转
型的基本逻辑。

走进中国工商银行位于北京金融街的
“智慧银行旗舰店”可以看到，该网点已
推出105个特色服务场景，如便民万事
通、惠民一站通、生活环球通等。“我们
希望做到‘技术驱动、服务协同、场景链
接、生态融合’，也就是说，让金融与泛
金融服务无处不在。”中国工商银行相关
负责人说。

值得注意的是，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
响下，“无接触”服务等新模式也对银行
服务的智能化转型起到了助推作用。

“下一步，要做好合理规划，推动网
点向轻型化、智能化、场景化转型，加快
线上线下有机融合，推动服务渠道协同和
资源整合，提高辐射能力和服务张力。”
新网银行首席研究员董希淼说，要推动银
行从资金中介转向服务中介，成为金融服
务的综合提供商，满足金融消费者多样
化、个性化的需求。

打造智慧银行旗舰店——

银行营业网点正悄悄改变
本报记者 郭子源

在移动互联时代，用户取现需求减少，线上操作行为大幅增加。因此，完善手机

银行APP，构建综合服务生态，将金融业务嵌入用户生活场景中，银行才能增强与客

户间的黏性，留住客户，拓展业务。

勾建山勾建山作作（（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批准，

德意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于2019年12月11日于中

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换发保险兼业代

理业务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德意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

机构编码：5A0105310000000000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669904618N

许可证有效期：长期有效

法定代表人:高峰

保险类机构的业务范围: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

家庭财产保险、货物运输保险、船舶保险、工程保险、

特殊风险保险、农业保险、责任保险、人寿保险、年金

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信用保险、保证保险。

经营区域：北京市、上海市

机构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81号德意志银行大厦28

层2802-2803、2805-2807单元

邮编：100025

联系方式：010-59698888

关于换发保险兼业
代理许可证的公告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

员会北京监管局批准予以终止营业，注

销《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现予

以公告：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天通苑社区支行

批准成立日期：2018年11月26日

住所：北京市昌平区立汤路186甲5幢1至

2层1-129

机构编码：B0017S211000038

许可证流水号：00592388

批准终止营业时间：2020年5月13日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
关于银行业金融机构终止营业的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