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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青年报见习记者 洪伟

本报讯 根据国家统计局于3月
27日发布的工业企业财务数据显示，
2017年1-2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31.5%，增速比
上年12月份加快29.2个百分点，比
上年全年加快23个百分点。

工业企业利润增速比上年12月
份加快，主要有三大原因：一是工业
生产增长加快。1-2月份，工业生产
延续上年以来稳中向好态势，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6.3%，增
速比上年12月份加快0.3个百分点，
过半数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增速比上
年12月份加快或降幅收窄。

二是产品价格明显上涨。1-2月
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7.3%，
涨幅比上年12月份提高1.8个百分
点。其中，2月份上涨7.8%，创2008年以
来新高。初步测算，因出厂价格上涨
7.3%，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增加11664.3
亿元，因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上涨9.1%，
企业主营业务成本增加约9362亿元，收
支相抵，利润增加约2302.3亿元，增量比
上年12月份明显扩大。

三是单位成本和单位费用下降
加快。1-2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中的成本为
84.91元，同比减少0.28元，而上年
12月份为同比增加。每百元主营业
务收入中的三项费用合计为7.7元，
同比减少0.46元，比上年12月份多
减0.32元。

除了企业利润以外，反映企业效
益的其他指标也有明显改善：一是利
润率同比明显上升。二是回款难首
现缓解。三是存货增长有所加快，但
产成品周转天数继续减少。

同时应当看到，1-2月份工业利
润出现较快增长，较多地依靠煤炭、
钢材和原油等价格的快速上涨。虽
然煤炭、钢铁和石油开采等行业利润
增长较快，但仍属于恢复性增长。

国泰君安表示，企业盈利超预期
改善，同比增长31.5%，补库存仍在继
续，预示经济微观结构改善。主要是
生产加快及价格上涨；成本收入比明
显下降，降至四年新低；预计盈利增
速将因为基数效应和PPI价格因素而
在未来几个月有所回落，但绝对增速
将维持在较高水平。

青年报记者 孙琪

本报讯 去年，一款名为“按天买
车险”的产品横空出世，让面临商业
车险费率改革的车险行业激起千层
浪。但中国保险业协会日前发布《关
于“按天买车险”等消费行为的风险
提示》，称对各会员公司进行了车险
产品排查，未发现有此类产品。

中国保险业协会称，近期，市场
上出现了“按天买车险”等宣传，经媒
体报道后，引发了社会关注。对此，
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对各会员公司向
监管机关报批的车险产品进行了排
查，未发现有此类产品。在此，特别
提醒广大车险消费者在购买保险时，
提高风险意识，保护自身合法权益。
消费者在购买保险产品时如有疑问，
请拨打各保险公司官方客服电话或
中国保监会消费者投诉维权热线
12378咨询解决。

记者查阅公开媒体报道，去年多
家公司推出“按天买车险”产品。比
如，由车险平台车车科技自主研发，
安心保险承保“按天计费车险产品”，
据悉已在北京、广东、深圳展开首发
试点工作。产品号称“随启随停”，用
户明天紧急出差半个月，今天就可以
申请停驶 15 天，第二天凌晨生效。
15 天后，车辆自动恢复到投保状
态。如果需要延长或提前行驶上路，
都可以在线轻松完成操作。但按天
买的产品只适用于商业险。

无独有偶，车联网服务企业嘀嘀
虎去年曾推出了UBI车险购买平台
——嘀嘀虎按天保，据悉，它是按车
主开车和不开车的天数来算保费的，
开车越少保费越低。此外，中华保险
联合北京速能数码网络技术有限公
司曾推出了一款名为“e驾按天保”的
UBI车险产品，也是按车主实际使用
车辆天数以及里程来计收保费。

青年报记者 孙琪

本报讯 为进一步提升保险公司
长期保障型产品的准备金评估的科
学性，近日，保监会印发《关于优化保
险合同负债评估所适用折现率曲线
有关事项的通知》。《通知》指出，未来
保险利益不受对应资产组合投资收
益影响的保险合同，其未到期责任准
备金评估适用的折现率曲线由基础
利率曲线加综合溢价组成。其中，基
础利率曲线应与偿二代下未到期责
任准备金所适用的基础利率曲线保

持一致，采用20年以内、20年到40
年、40年以上的分段方式，并引入终
极利率。综合溢价允许保险公司综
合考虑税收、流动性效应和逆周期等
因素确定，溢价幅度上限由现行的
150个基点降低到120个基点，收紧
了公司自由浮动的空间，增强财务报
表的可比性。

新折现率曲线通过分段计量和
引入终极利率，稳定了保险产品的长
端利率水平，有利于保险公司开发和
发展传统长期保障型产品，加快推进
行业产品转型。

青年报记者 孙琪

本报讯 2016年，市场缺乏趋势性
赚钱行情，但券商年报显示，由于委外
资金涌入、机构客户增多，多数公募基
金的经营并未受到太大影响。

基金业协会数据显示，2016年
末，公募基金资产管理规模合计为
9.14 万亿元，较上年末增长 9.08%。
基金管理公司及其子公司专户业务
规模 16.89 万亿元，较上年末增长
34.05%。依旧增长的规模，意味着公
募仍能有个好年景。

中信证券年报显示，在市场低迷
和行业调整的大背景下，该券商财报
数据不能尽如人意。去年实现营业
收入380.02亿元，同比2015年底减
少32.16%；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为 103.65 亿 元 ，同 比 也 下 滑
47.65%。但该公司持有62.2%股权的
华夏基金，赚钱能力相比牛市并没有
太多的缩水。截至报告期末，华夏基
金的总资产人民币85.54亿元，净资
产人民币66.96亿元；2016年实现营
业收入人民币41.04亿元，利润总额
人民币 19.26 亿元，净利润人民币
14.58亿元，同比小增3.11%。

广发证券的年报显示，其持股
25%的易方达基金，赚钱能力也保持
上佳，去年实现净利润13.4亿元，同
比增长12.57%。广发证券的“嫡子”，
持股51.13%的广发基金，去年则在
营业收入和净利润方面有所下降。
截至2016年底，实现营业收入24.77
亿元，同比下降15.25%；净利润7.77
亿元，同比下降13.07%。

青年报见习记者 洪伟

本报讯 今年以来，新基金的获
批速度，明显进入了低迷状态。数据
显示，截至目前，今年以来合计仅62
只新基金获批，远低于去年同期水
平。对此，业内人士称，此前过于密
集的发行，导致了渠道竞争的进一步
加剧，而最近新基金获批节奏的放慢
有利于缓解之前新基金密集发行所
带来的压力。

去年平均每月获批130只
据Wind数据显示，去年获得批文

的新基金合计达到1562只，平均每
个月有130.17只新基金获批。截至
昨日，今年以来合计仅62只新基金
获批，单月平均仅为20只左右，较去
年单月平均130只差距甚大，而且，
去年同期也有151只新基金获批，今
年获批数量锐减。此外，最新披露的
基金募集申请核准进度公示表显示，
截至目前，3月份仅有7只新基金获
得批文。

多家基金公司也普遍感受到了
新基金的审批趋严。“我们公司今年
没有一只新基金获批，目前还有多只
基金等待批文。”一位基金公司人士
表示，目前业内也传出先“去库存”的
消息，加上委外基金的新政，可能会
有更多基金公司选择变更老基金的
注册申请。

某基金公司高管表示，今年以来，
基金审批有趋严态势，目前大致分两
种情况：一是针对基金存量不高的公

司，对于符合新规、出具不影响投资者
利益和风险补偿承诺函的还在放行；
二是针对新基金库存较高的基金公
司，主要还是以“去库存”为主。

货币基金暂缓审批
除了新基金审批节奏放慢之外，

近日，有基金公司产品部人士反馈，
公司上报的货币基金接到监管层的
窗口指导意见。意见中称，考虑到流
动性新规尚未出台，加之部分货币基
金近期受资金面紧张影响遭遇赎回，
决定将货币基金暂缓审批。

而最新披露的基金募集申请核
准进度公示表也显示，目前，最后一
只获批的货币基金为1月13日获批
的华富天盈货币市场基金，这也是今
年以来唯一获批的货币基金。不过，
在3月10日还有博时合晶货币基金、
鹏华天大货币基金上报，目前有28
只货币基金正在走审批流程。

多家基金公司产品部人士透露，
几个月前，开通T+0快速赎回业务的
货币基金审批就已停滞。

一位基金公司产品部人士表示，
去年底爆发的货币基金流动性风险
引起监管层关注，货币基金审批应该
是从今年1月份就暂缓，主要原因可
能是出于流动性风险的考虑，“我们
公司也上报了货币基金，但一直没有
批复，补充了材料”。据了解，各大基
金公司接到针对货币基金窗口指导
的指示速度不一。部分基金公司产
品部人士已侧面了解到该事项，也有
基金公司称目前尚未接到类似通知。

中保协通报排查提示风险
“按天买车险”产品未报批

保监会调整保险合同
负债评估的折现率曲线

数据显示2016年末规模依旧增长

公募基金没有少收“三五斗”

今年首两月全国规模工业企业
利润同比增长31.5%

今年以来合计仅62只新基金获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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