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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接种速度要跑赢病毒变异

本版编辑 李 瞳 孟 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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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连涨，退休人员同享发展成果
本报记者 敖 蓉

八大业务应用场景，十大潜在关键技术方向——

6G 让万物智联成为可能
本报记者 李芃达

最近，广州发生的疫情让大众对新冠

病毒的关注焦点集中到变异毒株上。新冠

病毒是否越来越厉害了？病毒变异了，疫

苗还有效吗？

从实际情况看，目前在广州发生的

本 土 疫 情 由 世 界 卫 生 组 织 命 名 的 Delta

变异毒株引起，这种变异毒株最先在印

度发现。现有研究数据显示，目前几个

值 得 关 注 的 新 冠 病 毒 变 异 株 中 ， Delta

株的传播能力最强，它比过去老毒株的

传播能力提高了 1 倍，也比英国首先发

现的 Alpha 变异毒株的传播能力提高了

40%多。

根据相关临床观察，Delta株感染者病

毒载量高，病毒传播能力强；患者病情进

展很快，有一些患者发病 3 天至 4 天就转

重症，进入重型及危重型患者的比例也相

对偏高，约10%至12%。

传播能力强、病情进展快、重症比例

偏高，这几个特点说明，变异毒株确实变

得更厉害了，需加大关注和防范力度。

从监测数据看：当前新冠疫苗对变异

毒株依然有效！

从广州发生的疫情看，确诊病例中，

未接种过疫苗的人群转为重症或者发生重

症的比例，显著高于接种过疫苗的人。

国际上近期发布的一系列监测数据也

证实了不同疫苗的类似特点。

首 先 ， 疫 苗 对 个 人 防 护 有 效 。 例

如，近期新加坡本土疫情主要由更具传

播力的变异毒株所致。据新加坡卫生部

官网公布的数据显示，4 月 28 日至 6 月

16 日期间，新加坡出现的 747 起本土病

例中，146 人已完成接种，78 人部分接

种，523 人未接种。在完成接种的 146 例

病患当中，98.6%为无症状或轻微症状，

1.4%需氧，无 ICU 重症病例，无死亡病

例。在 523 例未接种的病患当中，0.8%

死亡，1.1%为 ICU 重症，7.3%需氧。这

些数据说明，疫苗虽不能完全阻止变异

毒 株 感 染 ， 但 预 防 重 症 和 死 亡 的 效 果

显著。

其次，疫苗对群体防护有效。《自

然·医学》 杂志近日发表了一项以色列的

研究结果。当地研究人员对 177 个社区进

行监测后发现，一个社区的接种人数每增

加 20%，同社区未接种人群的新冠病毒阳

性人数大概会下降两倍。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变异毒株传播

力变强的坏消息，还是当前疫苗对变异毒

株有效的好消息，都提示我们：要加快疫

苗接种，与病毒变异赛跑。

新冠病毒属于 RNA 病毒，变异率较

高，变异基础就是病毒会持续复制。减少

变异需要阻断病毒传播，病毒不传播时不

能复制，就不会产生更多变异株。若是疫

情蔓延不能控制，病毒变异逃避疫苗作用

的风险就会增加。

我国相关部门一直在密切监测新冠病

毒变异的严重程度，相关企业也已做好充

分准备，一旦现有疫苗不能应对变异毒

株，就将及时研发生产新的疫苗。

阻断病毒传播主要依靠公共卫生措施

和疫苗接种。在采取公共卫生措施阻断病

毒传播方面，中国成绩优异。目前中国的

疫苗接种速度也是全球最快，连续一个多

月的单日接种都在千万剂次以上，其中有

9 天的单日接种剂次超过 2000 万，总接种

剂次已超过9.9亿。

现有疫苗对多种新冠病毒变异株仍然

有效，给人类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窗口

期”。加速疫苗接种，与病毒变异赛跑，

还需要各国共同努力。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 IMT—

2030 （6G） 推进组正式发布 《6G

总体愿景与潜在关键技术》 白皮

书，提出 6G 将在 5G 的基础上，从

服务于人、人与物，进一步拓展到

支撑智能体的高效互联，将实现由

万物互联到万物智联的跃迁，持续

提升人们生活品质，促进社会生产

方式转型升级。

“6G 网络不仅是连接物理世界

与数字世界的纽带，更是物理世界

与智能世界的神经系统。”华为无线

首席技术官童文表示，白皮书提出

了6G潜在的八大业务应用场景，包

括沉浸式云 XR、全息通信、感官

互联、智慧交互、通信感知、普惠

智能、数字孪生、全域覆盖。其

中，通信感知可以在通信之外赋予

用户更多服务能力，如成像、环境

重构、精准定位等；普惠智能让每

一个设备成为智能体，彼此之间不

仅可以支持高速数据传输，还可以

实现不同类型设备的协作与学习。

推进组专家组成员、中国移动

研究院副院长黄宇红表示，为了满

足6G全新业务场景性能需求，白皮

书梳理分析了当前业界广泛关注的

十大潜在关键技术方向。其中，增

强型无线空口技术可进一步实现频

谱效率、峰值速率、定位精度等性

能的提升；新物理维度无线传输技

术可提升网络传输速率、频谱效率

及系统容量等；确定性网络可为工

业制造、车联网、智能电网等对时

延要求较高的应用场景，提供确定

性网络保障能力；星地一体融合组

网技术可实现空基、天基、地基网

络的深度融合，支持在任何地点时

间，提供统一接入与信息服务。

“6G技术创新将成为通信产业的

制高点和重要抓手。从网络虚拟化走

向网络智能化，这不仅是对现有技术

的延伸和改进，更是具有划时代意义

的网络架构革命。”童文说。

此外，白皮书从构建健康的全

球产业生态系统角度，对6G发展中

的一些关键问题阐述了推进组观

点，提出5G的成功商用，尤其是在

垂直行业领域的广泛应用，将为 6G

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中兴通讯相关负责人认为，尽

管6G会向更高频段扩展，但基于技

术的客观判断，低频段频谱仍是 6G

发展的战略性资源，毫米波将在 6G

时代发挥更重要作用，而太赫兹等

更高频段则聚焦于满足特定短距离

大容量的场景需求。全域宽带移动

通信在现实的商业条件下，应该立

足基础和补充的配置模式。也就是

说，6G网络仍将以地面蜂窝网络为

基础，卫星、无人机、空中平台等

非地面通信在实现空天地一体化无

缝覆盖方面承担着补充作用。

“白皮书的发布将给全球 6G 发

展提供重要的指引。后续我们将进

一步加大应用基础研究，与国内外

产业界一起为实现6G的美好愿景努

力。”黄宇红说。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6 月 15 日，北京、

天津、上海、陕西、河南、河北、辽宁等

17 个省份相继发布养老金上调通知。据

悉，其他省份也有望在近期发布相关信息。

本轮养老金上调，响应了今年 4 月份

人社部、财政部发布的 《关于2021年调整

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通知》。通知明

确，全国总体调整比例按照2020年退休人

员月人均基本养老金的4.5%确定。

我国迎来养老金17年连涨。养老金为

什么会上调？退休人员到手的养老金有多

少？未来还会持续上涨吗？针对上述问

题，经济日报记者采访了有关专家学者。

物价是上调主因

“养老金上调的主要原因是物价在上

涨。”中央财经大学保险学院劳动与社会

保障系教授褚福灵说。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今年 5 月份

CPI 同比上涨 1.3%，涨幅比上月扩大 0.4

个百分点。“虽然居民消费价格总体稳

定，物价水平上涨幅度不是很大，但 CPI

毕竟在上涨，为了不影响退休人员的购

买 力 ， 要 对 养 老 金 进 行 调 整 。” 褚 福

灵说。

同时，养老金上调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是要在适当范围内，让全体人民共享经济

发展成果。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了经济社会

发展的方方面面，其中就包括退休人员的

收入水平。因此，除了要保障退休人员的

基本生活，还应当相应地提高他们的生活

水平。

实现17连涨的第三个原因是养老基金

负担得起。养老金的上调需要持续不间断

的支出，钱从哪里来？根据人社部统计，

养老基金自 2016 年底正式投资运营以来，

累计投资收益额近2000亿元，年均收益率

超过 6.8%。2020 年我国 25 个省份委托投

资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超过 1.11 万亿元，

许多省份的投资收益率超过 10%。因此，

从全国整体来看，养老基金的结存具有相

当的实力用以支付。“有些地区，尤其是

人口老龄化突出地区仍面临很大压力，这

需要有关部门采取一定措施，确保调整后

的养老金能够按时足额发放。”褚福灵说。

养老金怎么发放

据介绍，今年基本养老金调整主要采

取定额调整、挂钩调整与适当倾斜相结合

的办法，并实现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

人员调整办法统一。其中，定额调整体现

公平原则；挂钩调整体现“多缴多得”

“长缴多得”的激励机制；对高龄退休人

员、艰苦边远地区退休人员，可适当提高

调整水平。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 2021 年 3 月份，

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为 10.07 亿

人。6098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参加基本养

老保险，参保率稳定在 99.99%以上，基本

实现应保尽保。

具体到个人，不同地区的退休人员能

够拿到的养老金数额是不一样的，与参保

年限、缴费金额、失地农民补贴等因素叠

加有关。以江西省赣州市兴国县为例，自

2021年 1月 1日起，当地将城乡居民基

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提高

5 元，提标后当地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最低

标准达每人每月 135 元。同时，65 周岁至

79 周岁之间的参保待遇人员再增加不少于

3元，80周岁以上参保待遇人员再增加不少

于6元。按照新的标准，当地兴莲乡官田村

63 岁的李玉莲阿姨自 2019 年 1 月份起每月

领取养老金 236.68元，当年 6月份领取失地

农民补贴 66348 元，养老金也提高至每月

714 元；2021 年 1 月份至 6 月份，每月则可

领取养老金744元，李阿姨的养老金收入在

当地算比较高的。

不同地区养老问题和当地经济发展水

平、居民收入状况紧密相连。“经济发展与

民生保障齐头并进，形成两者互补、互相

促进的格局，才有利于我们整个养老服务

事业顺利进展。”褚福灵表示。东部富裕地

区的退休人员拿到的养老金相对较高，因

为地方财政能够负担很大一部分支出。比

如上海，规定从今年 1月 1日起，城乡居民

养老保险按月领取养老金人员每人每月增

加100元基础养老金。相对而言，中西部欠

发达地区的基础养老金，地方财政支付相

对吃力，中央财政就会更多向这些地区倾

斜，承担更多的调整额度。这就可以很好

地解释了为什么不同地区的养老金存在

差别。

还会继续涨吗

未来，城乡居民养老金能否继续提

高，关键在于能否通过开源来增收，重点

是依靠包括养老基金在内的社保基金产生

的收益。

社保基金是大家共同投资、风险共担

的，应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促进其保值增

值。人社部党组书记、部长张纪南近日

表示，为应对人口老龄化，增加全国社

会保障基金战略储备，目前基金权益约

2.4 万亿元，划转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

正在有序开展，共划转中央企业和中央

金融机构国有资本总额1.68万亿元。

记者了解到，下一步人社部将在确

保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按时足额发放的前提

下，以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为重点，继

续推动养老基金委托投资规模不断扩大。

同时，进一步完善投资政策，提高投资能

力，防范投资风险，努力实现养老基金稳

健增值，为我国社会保障制度高质量发展

提供支撑。

财政部6月17日发布的最新数

据显示，1 月份至 5 月份累计，全

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96454 亿元，

同比增长 24.2%。主要税收收入项

目中，印花税达到 1904 亿元，同

比增长 42.9%。其中，证券交易印

花 税 达 到 1228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50.3%，创2018年以来的新高。

对此，众多业内人士均表示，

随着我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A

股市场持续深化改革，上市公司质

量进一步提升，投资价值凸显，对

投资者的吸引力逐步加大。

所谓证券交易印花税，是从普

通印花税发展而来的，是专门针对

股票交易额征收的一种税，根据一

笔股票交易成交金额单独对卖方收

取 ， 目 前 A 股 该 税 基 本 税 率 为

0.1%且单向征收。

粤开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陈

梦洁认为，从基本面来看，我国

疫情控制得力，经济复苏持续深

入。最新发布的各项经济数据也

显示，当前我国经济延续平稳恢

复态势。“在基本面具备支撑、财

富效应吸引、居民储蓄搬家等多

重因素共同作用下，A 股市场活

跃度大大提升。”

证券交易印花税收入的增长和

A股延续结构性行情、沪深两市成

交量不断扩大密切相关。今年前

5 个月A股市场成交额呈现高增长态

势。数据显示，今年1月份至5 月份

A 股市场合计成交额达 86.38 万亿

元，同比增长16.36%。

“随着资本市场生态的逐步改

善，以及结构性行情下‘赚钱效

应’的持续展现，我国股市吸引力

逐步增强。特别是吸引了我国居民

进行‘储蓄搬家’，如居民‘借基入市’规模大幅增长。”陈梦

洁说。数据显示，2021年 1月份至 5月份，公募基金发行基金产

品规模达到 13515亿份 （按认购起始日统计），数量合计 672只，

较2020年同期水平分别增长53%和9%。

此外，北向资金积极涌入A股市场，显示外资对A股持续看

好。“今年以来，外资通过北上资金配置我国权益资产的金额已

达到 2100 亿元。国内市场强大的‘磁吸效应’继续显现，当前

MSCI、富时罗素两大指数公司步调有所放缓，但后续仍有望进

一步提高 A 股在其指数中权重，带来可观的资金增量。”陈梦

洁说。

新增投资者持续“跑步入场”也是股市吸引力增强的有力体

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1年5月

份，市场新增投资者数量达141.22万人，同比增长16.32%。值得

一提的是，今年前 5 个月市场新增投资者数量已达 928.47 万人，

而在去年同期，市场新增投资者数量为644.18万人。

A股的吸引力究竟来自哪里？中航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董忠云

表示，从 A 股自身来看，注册制、退市机制等市场制度不断完

善，市场监管持续优化，推动上市公司质量提升已成为监管工

作的重心，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优质公司上市，市场行业结构

也将进一步体现出新经济特征，成长性更加凸显，从而为投资

者提供了更多分享我国新经济发展红利的投资机会。

居住在河北省滦州市滦城街道花果庄村福兴老年公寓的老人们在扭秧歌。 新华社记者 牟 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