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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记者 孙琪

本报讯 日前，保监会在官
网公示了保险业前八个月保费
数据，84家产险公司原保费收入
6901亿元，同比增长14.44%。

据保监会报告显示，产险
公司总资产2.48万亿元，较年
初增长4.41%。产险业务中，交
强险原保费收入1169.73亿元，
同比增长7.92%，农险原保费收
入为389亿元，同比增长14.4%；
产险业务赔款3124.62亿元，同
比增长6.38%。

综合来看，产险公司维持
了平稳的发展，84家产险公司
中有38家公司保费增速高于行
业14.44%的平均水平，41家险
企增速低于行业平均水平，其
中有13家险企出现负增长，大
部分为外资险企。

具体来看，前八个月产险
公司原保费收入收入前三甲分
别是人保财险、平安财险、太保
财 险 ，其 中 ，人 保 财 险 凭 借
2310.14亿元原保费收入高居
榜首，远远拉开与其他险企的

距离，平安产险则凭借1358.73
亿元的原保费收入位居第二，
但其也保持了近24%的强势增
速。

据慧保天下的报告显示，
前八月产险公司累计13家公司
出现负增长，相对上月数据来
看，同比出现负增长又增加了
一家乐爱金保险，其中外资险
企多达8家。

劳合社、信利保险同比负
增长35%和31%排名垫底，现代
财险继续负增长14%，爱和谊、
三星、史带、三井住友、乐爱金
五家外资险企亦出现负增长。
中资险企中，长江财险以近-
16%的增速垫底，其次是永安
（-7%）、信达（-5%）和都邦财险
（-2%）。

另外，前八月保费增速靠
前的多为新生险企或走小而
精路线的产险公司。前海联
合、珠峰财险新开业之后，保
费收入高奏凯歌；阳光渝融、
久隆财险、东海航运等专业型
险企依然保持了强势的增长
势头。资本持续看好民宿短租行业

途家网定位于全球公寓民
宿预订平台，自2011年12月1
日平台正式上线运营以来，在5
年多的时间里面，已覆盖国内
345 个目的地，海外 1037 个目
的地，在线房源超过65万套，成
为中国最大的非标住宿库存拥
有方。流量方面，除本身的途
家网以外，整合了携程民宿、去
哪儿民宿和蚂蚁短租等主流民
宿预订平台。与此同时，也与
艺龙、微信、百度、同程等建立
了战略分销合作关系。

随着国内旅游市场的持续
快速增长，短租这一旅游住宿
细分市场自然也获得了快速的
增长，得到资本的青睐。携程
执行董事会主席梁建章曾表
示：“随着人们消费观念的改
变，以及短租民宿这一类非标
住宿产品的不断升级。国内住
宿分享市场也会像Airbnb那样
取得快速稳健的增长，在不久
的将来成为旅游住宿的主流产
品。”

根据艾瑞咨询数据，2016
年中国在线短租市场交易规模
达到 87.8 亿元，较去年增长
106.1%。艾瑞咨询认为，2016
年的市场表现比较理想，原因
主要是市场培育初见成效；同
时在线短租平台在行业的激烈
竞争后，参与商优胜劣汰，开始
凸显“二八法则”的态势。预估
2017年整个中国在线短租市场
的交易规模将达到125.2亿元。

国内品牌各出奇招抢占市场
面对广大的市场空间，竞

争自然也在加剧。已有平台开
启烧钱模式“势要抢占先机”，
有平台倡导产品至上然而铺天
盖地的广告并不含糊，有平台
继续保守策略营销动作却也不

少。蚂蚁短租、木鸟、途家、住
百家、小猪、一呆等品牌在今年
都摩拳擦掌，各出奇招。

其中，最广为人知的则要
数美国短租平台巨头 Airbnb
了。今年，始终十分低调的
Airbnb 终于开始刷存在感了，
取了个中文名：“爱彼迎”，并且
大量在线下做营销。同时，在
线上，Airbnb 对搜索引擎上所
有的品牌露出都进行了梳理，
包括官网、百科词条，甚至百度
地图以及搜狗输入法联想都进
行了更新和关联，显示出其对
于全面入局中国市场的战略考
虑。

“爱彼迎”表示，该公司计
划明年把中国市场的投入扩大
一倍。“与服务本土市场的本土
公司不同，“爱彼迎”是一家全
球性的公司。”该公司在声明中
表示。“所有其他在中国提供公
寓或度假屋服务的共享平台，
都很难在中国市场之外打造网
络。”虽然爱彼迎没有透露过该
公司的营收数据，但熟悉该公
司情况的消息人士称，这家公
司在去年已经实现盈利，且营
收增幅超过了80%。

首个民宿国家行业标准生效
短租平台虽然前景广阔，

可是其一直存在的一个隐患则
是，不同于传统的旅店业，普通
民宿并没有一个行业标准，消
费者无论在卫生与安全方面都
没有办法得到保障。不过，这
一状况已经得到改变。今年国
庆长假首日，首个涉及民宿的
国家行业标准《旅游民宿基本
要求与评价》正式生效。业内
人士普遍认为，该标准填补了
不少民宿行业管理上的空白，
有助于提升整个行业的管理水
平。

标准明确，民宿评价要符

合传递生活美学、追求产品创
新、弘扬地方文化、引导绿色环
保、实现共生共赢。在市场准
入方面，强调民宿经营者必须
依法取得当地政府要求的相关
证照，并满足公安机关治安消
防相关要求；民宿单幢建筑客
房数量应不超过14间（套）。在
卫生服务方面，标准对于民宿
做出了严格而细致的规定，甚
至不亚于对于酒店的要求。标
准要求客房床单、被套、枕套、
毛巾等应做到每客必换，公用
物品应一客一消毒；客房卫生
间应有防潮通风措施，每天全
面清理一次。

标准在环境设施方面的规
定相对较为宽泛，要求主体建
筑应与环境协调美观，景观有
地域特色。不过，标准强调民
宿应配备必要的消毒设施设备
和应急照明设备或用品等。

不过，标准并没有对民宿
的准入条件放宽，仍要求经营
者必须依法取得当地政府要求
的相关证照，这也意味短租行
业依然并未纳入民宿范畴，仍
处于灰色地带。

对此，小猪短租副总裁潘
采夫评价，民宿在中国的兴起
还是近几年的事情，一直以来
都缺少一纸“标准”或者政策规
定，由于消费需求旺盛，进入这
个行业的经营者越来越多，这
客观上导致了整个行业的良莠
不齐。国家旅游局所出台的新
标准已经在今年“十一”开始执
行，不仅对民宿的基本标准进
行了定义，就民宿的场所设施、
安全管理、经营管理等方面列
出具体条件，而且有别于传统
意义上的酒店、旅馆，在规模控
制上突出“小而精、小而美”，这
无疑让尚处政策空白地带的国
内民宿市场做到了有章可循，
有法可依。

青年报记者 吴缵超

本报讯 因为姚明的入股，
冲击资本市场的上海风语筑
展示股份有限公司备受市场
关注。

作为一家展览展示行业中
数字文化展示体验系统提供商，
风语筑于2003年8月成立，主营
业务包括数字文化展示体验系
统的策划、设计、实施和维护服
务。数字文化展示技术当前主
要应用于城市馆、园区馆、博物
馆、科技馆、企业馆、商业体验
馆、旅游景区展示体验中心、会
展、主题馆，被认为市场前景广
阔。风语筑在 2014 年至 2016
年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23.54%。
其旗下代表作品就包括上海中
心大厦观光体验厅、三亚智慧
旅游体验中心、上海国际旅游
度假区迪斯尼展厅展示系统、
同济大学百年校庆特展展示系
统、国酒茅台展示馆、苏州太湖
园博会海绵城市主题馆等各种
展馆。

据招股书披露，姚明持有风
语筑65万股，持股比例为0.6%，
位列第六大股东，姚明是从
2015年下半年开始增资入股风
语筑的。入股价为7.8元/股，总
共出资金额为507万元。

姚明除了自身持股外，还通
过宏鹰基金间接持有风语筑部
分股份。招股书显示，宏鹰投资
为风语筑第五大股东，持有公司
335万股，占比3.1%。据公开资

料显示，宏鹰基金为宏鹰投资第
一大股东，持有81.94%股份。其
中，姚明持有宏鹰基金10%股份。

招股书显示，报告期内，公
司总体毛利率分别为 26.19%、
27.18%、27.41%和 27.69%，总体
呈稳步上升态势，主要系项目实
施中数字科技应用等高毛利率
的展项占比总体提升，加之公司
自身项目经验和行业地位不断
提升，项目管理水平和成本控制
能力不断增强，项目平均毛利率
逐渐上升。虽然在报告期内，风
语筑的业绩仍稳健增长，不过，
从毛利率指标来看，风语筑和同
行还有一定差距，且低于行业平
均值。风语筑认为，主要系各公
司对质保金的收入确认原则不
同所致。

对于存在的风险，风语筑提
示，截至2017年6月30日，公司
应收账款账面价值为63685.15
万元，占当期公司流动资产和资
产总额的比例分别为41.27%和
34.63%。由于公司应收账款客
户主要为各级政府部门或相关
单位，发生坏账损失的风险较
低。但由于项目验收、项目决算
周期相对较长，导致公司应收
账款账龄较长，应收账款规模
及占比增长。未来，随着公司业
务规模的持续扩大，如果相关客
户出现资金紧张的状况，公司应
收账款规模及其相应占比将处
于较高水平，从而占用公司大
量营运资金，可能影响公司的
盈利水平。

首个涉及民宿的国家行业标准《旅游民宿基本要求与评价》生效

国内民宿短租平台竞争加剧

风语筑公开发行招股意向书
姚明为其第六大股东

今年前八个月84家产险公司
原保费收入同比增长14.44%

■关注刚刚送走了火爆的国庆“旅游”周，国内定位于全球公寓民宿预订平台的
途家网就传出了再次融资的消息。昨日，途家网联合创始人兼CEO罗军通
过内部邮件宣布，途家网在2017年完成线上、线下拆分以后，线上平台顺利
完成E轮融资。此次线上平台融资3亿美元，估值超过15亿美元。在融资的
背后，则是今年国内短租平台的竞争加剧，美国短租平台巨头Airbnb取了中
文名“爱彼迎”，加大对中国市场的投入。 青年报见习记者 洪伟

首个涉及民宿的国家行业标准正式生效，填补了行业管理上的空白。 青年报记者 常鑫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