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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财富管理渐显“数字
化”趋势。业界人士认为，市场
亟待规范、投资人尚未成熟、机
构良莠不齐，仍是中国财富管
理市场亟待解决的三大困境。

花旗银行数据显示，2017
年中国个人持有的可投资资产
总额达188万亿元人民币，个人
财富规模在过去10年中增长了
5倍。

伴随互联网金融、科技金
融、线上理财、智能投顾等概念
出现，越来越多民众选择以“线
上”方式投资理财，规模庞大的
中国财富管理市场呈现“数字
化”趋势。

波士顿咨询公司（BCG）和
陆金所近日在上海联合发布
《全球数字财富管理报告2018：
科技驱动·铸就信任·重塑价
值》称，到2017年，中国财富管
理市场规模已达近6.2万亿美
元，仅次于美国的 9.3 万亿美
元。财富管理产品线上化渗透
率为34.6%。

《全球数字财富管理报告
2018：科技驱动·铸就信任·重
塑价值》显示，中国财富科技企
业总融资额达28.3亿美元，占
全球比例超过四成。流量型、
垂直型、传统型、综合型等四类
机构逐鹿财富管理市场。安永
去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中
国有69%数字活跃消费者使用
金融科技服务，高于美国的
33%。

“从财富市场基础、线上化
渗透率、智能终端使用及财富
科技发展角度来观察，中国的
数字财富管理市场空间巨大。”
BCG全球合伙人兼董事总经理
何大勇说。

在看好市场发展前景的同
时，业界人士认为，中国财富管
理仍有三大困境待解决。

首先，财富管理市场亟待
规范。投资者“被动接受”现有
理财产品，而非根据自身风险
偏好和投资规模进行主动选
择。延续多年的“刚性兑付”使

得市场风险集中于少数金融机
构。

其次，投资人尚未成熟。
《全球数字财富管理报告2018：
科技驱动·铸就信任·重塑价
值》显示，84%中国投资者主力
资产配置的平均投资期限分布
于3至12个月，短于成熟财富
管理市场。投资于固定收益类
产品的资金占比超过80%，显示
中国投资者对风险的分散意识
尚停留在机构刚兑能力而非投
资标的。

第三，财富管理机构良莠
不齐。在部分机构专业水平不
断提高的同时，互联网金融行
业风险事件频发。

今年4月底，央行等多部门
下发《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
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业界
普遍认为，监管机构在坚持打
破刚兑、限制杠杆、消除多层嵌
套等方向上再下重拳，将令财
富管理行业面临业态“重塑”。

《全球数字财富管理报告
2018：科技驱动·铸就信任·重
塑价值》认为，伴随市场转型，
科技将取代以刚兑为基础的

“机构背书”，成为下一阶段中
国财富管理行业的信任基础。
作为与财富科技相关度最高的
四项技术，大数据、人工智能、
区块链和机器人流程自动化将
在客户画像与分析、规划与配
置、交易与执行、组合管理等环
节改变传统业务逻辑，从而使
财富管理更普惠、更专业、更开
放。

在陆金所联席董事长兼首
席执行官计葵生看来，未来的
中国财富管理市场有三大确定
性：人工智能将在咨询方面与
人工形成互补及替代；资管新
规下，财富管理将向基于绩效
的资产管理转变；在固定收益
类投资更多转向权益类投资
时，智能投资组合工具将可能
被大量采用，“如何投资”与“投
资什么”将变得同样重要。

据新华社电

针对近期一些地方政府通
过多种措施引进人才的“抢人大
战”，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
人孟玮16日回应说，既要“引才
引智”更要“用人留人”，把人才
留在当地，实实在在为当地经济
发展做贡献。

孟玮在国家发改委当日举
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随着各大
城市持续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新
增就业岗位多、人才需求量大，
对人才的竞争成为必然。地方
政府纷纷出台人才新政，支持大
学生落户，体现了对人才的重
视，是对过去“重物轻人”的传统
城市发展观念的调整。

孟玮指出，把人才留下来，
关键一点是政府要持续改善营
商环境和政府服务，不断优化城
市的硬环境和软环境，为人才干
事创业营造富有活力的体制机
制和制度保障。

“人才的引进要和地方经济

发展战略紧密结合。”孟玮说，地
方政府要做到人才引进与本地区
发展战略、产业结构调整和布局
同步谋划、同步推进，实现人才发
展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度融合。
此外，要坚持政府和市场两方发
力，政府要为人才引进搭台，同时
要发挥用人单位在人才培养、引
进和使用中的主导作用。

孟玮还表示，我国高学历劳
动力的空间分布和经济布局、产
业集聚还不够协调，产教融合的
程度也还不够紧密，存在着结构
性就业矛盾等问题，需要引起高
度重视。下一步，国家发改委将
进一步加大经济体制改革力度，
为推进各类要素市场化配置、促
进人才等要素合理流动创造更
有利的条件。同时，将加强新时
代人口流动趋势的特征研究，积
极谋划人口减少区域的发展问
题，及时提出完善人口流动的有
关政策建议。 据新华社电

国家发改委回应地方“抢人大战”：

要“引才引智”更要“用人留人”

国家统计局 16 日发布的
调查数据显示，2017 年规模
以上企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
资为61578元，比2016年增长
7.3%。

其中，中层及以上管理人
员年平均工资131929元，增长
6.5%；专业技术人员83148元，
增长8.9%；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
58211元，增长7.3%；社会生产
服务和生活服务人员49502元，
增长5.9%；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
50703元，增长5.6%。中层及以
上管理人员平均工资最高，社

会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人员平
均工资最低，岗位平均工资最
高与最低之比为2.67，比去年扩
大0.02。

从各岗位区域间差异看，
五类岗位平均工资最高的区域
均为东部。社会生产服务和生
活服务人员岗位平均工资最低
的区域为东北地区，其他四类
岗位平均工资最低的区域均为
中部。

从各岗位行业间差异看，
中层及以上管理人员、专业技
术人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

员、社会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
人员四类岗位平均工资最高
的行业均为信息传输、软件和
信息技术服务业，平均工资分
别 为 253450 元 、148705 元 、
92258 元和 88674 元。生产制
造及有关人员平均工资最高
的行业是电力、热力、燃气及水
生产和供应业，平均工资为
81800元。

国家统计局的此次调查，
包括了16个行业门类的约98.3
万家规模以上企业法人单位。

据新华社电

2017年规模以上企业就业人员
年平均工资增长7.3%

青年报记者 孙琪

本报讯 餐桌已经成为支付
巨头的新战场。

银联商务日前宣布，其打造
的智慧点餐系统陆续在大惠集
团旗下多家餐饮门店上线，服务
员只需使用“全民付”智能终端
就能为顾客提供桌边点餐、综合
支付、优惠核销、扫码开票等一
条龙服务。在新零售时代，一台
小小手机或一台POS终端机，就
能给消费者带来了时髦的就餐
体验，但也带来众多争议。

近几年，一、二线城市的餐
饮行业面临严重的“三高”问题，
即高人力成本、高食材成本、高
房租。与此同时，各大支付巨头
视餐桌为线下流量入口必争之
地，纷纷打造各种互联网智慧解
决方案。比如阿里旗下的口碑
和微信旗下的小程序，都在扫码

点餐上先后发力，而且发展势头
迅猛。

比如今年4月底，阿里系的
口碑就披露数据称，一年时间，
线下总共有近200万商家在店
里贴上了口碑码，通过口碑码为
顾客提供扫码点餐、领优惠、结
账、开发票等自助服务。每天，
有近500万用户用支付宝或者
口碑APP扫口碑码享受各种服
务。而过去一年，微信在线下
推广小程序的决心与力度也日
渐猛烈。美团外卖则于日前宣
布，其已推出了手机免排队点
餐功能“到店自取”，用户只需
提前下单，预约好时间，到店无
需等待，即可带走或直接享
用。据悉，目前该项服务已覆
盖北上广深杭等多个城市，接入
60万家商户。

各大支付巨头纷纷打着颠
覆的旗号接踵而至，但网友对此

莫衷一是。近日，上海天山路某
餐厅内，一位大爷因餐厅推荐使
用手机点单，未及时提供纸质菜
单，要求女服务员为其大声朗读
菜品名称，该事件引发网友热
议。有网友认为未来智能点餐
是必然趋势，能够提高餐厅的运
作效率，大爷反应过度；但也有
网友表示，餐厅不提供纸质菜单
没有照顾到老年群体的需求，考
虑不周。“一家酸菜鱼馆通过公
众号半个月多次提醒我优惠券
将过期。”市民曹女士抱怨道，如
今无论餐饮店还是便利店，经常
要扫一扫某个公众号才能点餐
或付款。她认为自己其实不想
关注这些商家公众号，只想买
单，但一不留神就被引导关注了
这些商业公众号。她还担心互
联网企业太“聪明”，自己的众多
消费数据被拿走后，他们是否会
利用大数据“杀熟”呢？

互联网巨头“桌面战争”打响
智能点餐发展太快引发争议

最新数据显示，到2018年
4月底，除*ST华泽等9家公司
外，沪深两市3522家上市公司
已披露2017年年报。总体看，
上市公司净利润保持增长态势，
新动能进一步积聚。

据统计，2017年，沪深两市
上市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9.25万
亿元，同比增长18.80%，增速加
快10.12个百分点；实现净利润
3.36万亿元，同比增长19.10%，
增速上升11.65个百分点。

具体来看，实体经济业绩整
体向好。2017年，非金融类上
市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2.91万
亿元，同比增长21.07%，增速较
2016年上升10.40个百分点；实
现净利润1.70万亿元，同比增
长33.87%，增速上升5.69个百分
点。从盈利能力看，非金融类上

市公司净资产收益率为9.49%，
同比上升约1.4个百分点。

此外，金融业业绩扭转下滑
趋势。2017年，金融业实现营
业收入6.34 万亿元，同比增长
8.36%；实现净利润1.65万亿元，
同比增长7.15%，扭转了2016年
的下滑态势。

值得关注的是，上市公司年
报数据显示出新经济新动能正
在持续积聚。2017年，战略性
新兴产业上市公司实现净利润
3946.20亿元，同比增长21.80%，
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从细分领域看，高端装备制
造业和生物产业净利润同比分
别增长 91.83%和 27.24%，领跑
新兴产业；新材料产业、新能源
产业和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净
利 润 分 别 同 比 增 长 22.64% 、

20.09%和16.23%，继续保持高速
增长。

从研发情况看，2017年上
市公司研发费用5747.39亿元，
同比增长 21.54%，研发费用占
营业收入比重为1.46%，较2016
年上升 0.03 个百分点。此外，
独角兽概念板块上市公司实现
净利润 369.66 亿元，同比增长
57.08%，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新
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增长
速度不断加快。

专家指出，纵观去年年报，
上市公司整体呈现出发展韧性、
结构优化、新动能增强等亮点。
兴业银行经济学家鲁政委认为，
这是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表现，是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
成果。

据新华社电

上市公司去年业绩持续改善
新动能进一步积聚

中国财富管理渐显“数字化”趋势
三大困境仍待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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