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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养老投资“新选择”建信基金为投资者提供养老投资精品
随着经济水平不断提升、人口老龄化

加剧，面对养老成本持续上升的现状，唤醒
个人养老投资意识迫在眉睫，通过投资方
式尽早为自己准备养老金是未来大趋势。
正在发行中的建信优享稳健养老目标一年

持有期FOF聚焦个人养老投资需求，以量化
投资策略进行资产配置和精选基金，为投
资者打造科学的养老投资规划，同时设置
有一年的最短持有期限，鼓励投资者长期
持有以实现养老资产的稳健增值。

农银汇理魏刚：2019年适合投资价值蓝筹
回顾2018年 A股市场，A股各类主要

指数均出现下跌，对比来看，价值蓝筹相
对更抗跌。正在发行的农银稳进多因子
股票基金也将重点投资沪深300指数权重
股，精选价值蓝筹股票，低估值、高盈利风
格特征明显，与外资等机构投资的重点不

谋而合。谈及新基金投资策略，农银稳进
多因子股票基金拟任基金经理魏刚表示，
农银稳进多因子股票基金将采取五大因
子大数据选股，目标以合理的价格买入趋
势向好的优质公司，构建风险调整后的理
想投资组合。

把握经济发展大趋势 富国消费升级正式发行
备受关注的《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

除暂行办法》日前正式落地。业内人士指
出，个税改革有望带来社会消费的回暖。
在此背景下，富国消费升级混合型基金顺
势发行，为投资者提供把握消费升级主题
的良机。

据了解，富国消费升级混合拟任基金经
理汪孟海拥有丰富的跨市场投资经验。任职
期间业绩颇为亮眼，Wind数据显示，截至
2018年12月25日，其管理的富国沪港深价
值精选最近三年总回报22.92%，在同类723
只灵活配置型基金中位居前3%。 广告 投资有风险

过去一段时间内，以缓解有机磷

农药中毒的首选药氯解磷定、抗休克

的血管活性药去甲肾上腺素等急救

药为代表的新一轮临床常用药品短

缺或涨价，牵动万千患者的神经。

药品关系国民健康，急救药更关

乎人命，解决急救药短缺问题刻不容

缓。目前我国药品短缺已非“缺医少

药”的普遍性短缺，而是少数临床必

需的药品供给质量和效率不高、供应

保障政策不够细化、相关环节衔接不

够顺畅导致的短缺。

作为一项重大民生工程，短缺药

品供应保障不能完全依靠市场发挥

作用，政府、市场两只手必须双到

位。当市场机制失灵时，政府这只手

需更好发挥作用，保障药品尤其是临

床必需“救命药”的供应。

从近处着眼，需对紧缺药品定点

生产，建立药品紧缺预警机制；还需

对药品价格暴涨追根溯源，摸查原料

药价格上涨的原因，从源头保障急救

药的产业链条。此外，需建立急救药

品价格的合理制定、动态监管机制，

避免招标价格“倒挂”导致生产企业

放弃市场，垄断性生产经营加剧急救

药缺货断供。市场监管部门要严厉

打击垄断涨价等各类垄断行为，维护

药品市场公平竞争秩序。近日，国家

市场监管总局就查处了一起扑尔敏

原料药企业垄断行为案件，湖南尔

康、河南九势两家涉案企业被罚没款

共计1243.14万元。

从长远来看，短缺药品供应离不

开体制机制的支撑和保障。短缺药

品供应保障应发挥“系统思维”，相关

部门和各级政府需通力合作，共同发

力，疏通药品研发注册、生产流通、采

购使用等各个环节的“梗阻”。促进

医疗、医保、医药联动改革，深化医药

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医药产

业健康发展，为全面深化医药卫生体

制改革、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

支撑。

生命面前，争分夺秒，生死时

速。政府“强有力的手”就如“急救

药”一样，需在市场失灵的紧要关头

发挥作用，才能保证患者在急需时有

药可用。

据新华社电

疏通“梗阻”力破“救命药”短缺

京沪迎人口拐点
多个省会城市将破千万

不久前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
年北京常住人口 2170.7 万人，比
2016年末减少2.2万人，出现近20年
来首次负增长。而另一座超大城市
上海，2017年常住人口也比2016年
减少1.37万。京沪人口同时“瘦身”
是近年来首次出现。

与此同时，常住人口“千万级”城
市即将增加。被称为“新一线”城市
的郑州、西安、杭州等都有望加入人
口“千万俱乐部”。根据“西安发布”
于2018年底公布的数据，全市户籍
人口数量接近1000万。

中国城市人口新变化，是宏观政
策导向与个体自觉选择共同作用形
成的。

北京重点高校硕士毕业生张欣，
在北京公司总部工作一年后，去年主
动申请到成都分公司工作。“看起来
平台小了，但成都市场是蓝海，生活
成本低且舒适。”张欣说。

1994 年出生的杨东明是东北
人，在北京上大学。他毕业找工作
时，把简历全部投给了杭州、成都、重
庆等“新一线”城市。

中央党校教授汪玉凯表示，过去
是“孔雀东南飞”——人才和劳动力
涌向东部沿海和发达地区，近年来开
始出现“孔雀开屏”，很多人愿意在省
内以及中西部中心城市聚集、扎根。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日前发布
《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 2018》显
示，我国流动人口规模在经历长期快
速增长后开始进入调整期。特别是
最近几年，我国劳动力，尤其是农民
工有从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
回流的现象。

人口迁徙背后是产业转移
“新一线”城市吸引力提升

汪玉凯说，近年来，北京、上海两
个超大城市推动“大城市病”治理，收
紧落户政策。与此同时，高铁、互联
网从实体和虚拟两个维度缩小了城
市之间的距离，“新一线”城市迎来了

“换道超车”的机会。
人口迁徙的背后是产业的转

移。58英才招聘研究院的研究显示，
毕业生求职看重的因素中，排名靠前
的三个是经济发展快、产业基础好和
基础设施配套齐全。在这几方面，

“新一线”城市近年来均进步明显。
借力国家“一带一路”建设，被称

为“火车拉来的城市”郑州发挥区位
优势，打造连通境内外、辐射东中西
的物流通道枢纽，朝“买全球卖全球”
的目标迈进。2018年6月，在北京拼
搏的张红超辞职前往郑州，在经济技
术开发区的一家进出口贸易公司任
职。“比起人才竞争激烈的北京，我可
以在这里找到更好的职业发展空
间。”张红超说。

素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武汉，凭

借高教资源优势，提出大力发展高新
技术产业。在深圳一家网络通信设
备供应企业工作了好几年的王女士
说，她已经计划辞职到“生活成本更
低、发展潜力巨大”的武汉工作。

麦可思研究院的调查指出，2018
届毕业生就业首选“新一线”城市比
例（37%），超 越 传 统 一 线 城 市
（31%）。与此同时，麦可思发布的
2017届大学生毕业半年后培养质量
的跟踪评价显示，2017届本科生在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工作的就业满
意度分别为76%、74%、71%和70%。而
同届本科生在杭州工作的就业满意
度为75%，仅次于北京。

新兴产业的崛起，促使“新一线”
城市不断加大人才引进力度。从武
汉2017年初提出“百万人才留汉计
划”，到成都发布“人才新政12条”，
从郑州向全球发出“史上最强”招贤
令，到西安推出“史上最宽松”户籍政
策并实施“海底捞式”落户服务，“抢
人大战”愈演愈烈。以杭州、长沙、武
汉为例，2017年新增常住人口分别
为28万、27.29万、12.67万。

大城市未来将
聚焦精细化管理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促
进区域协调发展。要增强中心城市
辐射带动力，形成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助推力。要推动城镇化发展，抓好已
经在城镇就业的农业转移人口的落
户工作，督促落实2020年1亿人落户
目标，提高大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

“我国很多省份的人口相当于一
个欧洲人口大国，省会相当于欧洲一
个大国的首都。”华南城市研究会会
长、暨南大学教授胡刚表示，这些省
会城市做大做强，将有力地辐射周边
地区，带动整个国家经济、社会全面
发展。

浙江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执
行所长米红表示，城市新增人口尤其
是中青年，是未来消费的中坚力量，
对于城市内涵式增长有很大助推作
用，同时有助于促进区域发展平衡。

专家指出，应对人口流动新变
化，要关注随之而来的公共管理新问
题。部分城市在降低落户门槛之后，
出现投机式落户购房的“户口空
挂”，可能导致城市公共资源的设
计、配置、使用等方面出现偏差。河
南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王宏源表
示，吸引人才不在于出台多少政策，
而在于政策最终落地的质量，要在
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上多下功夫，为
引才搭桥铺路。

“新一线”城市不断增加的人口
规模，将给城市精细化治理提出更高
要求。汪玉凯表示，从城市空间和结
构规划的顶层设计，到养老、医疗、教
育甚至垃圾处理等，都需要“像绣花
一样精细”，改变过去的粗放式发展，
避免简单“摊大饼”。

据新华社电

京沪“瘦身”、多个“新一线”将破千万

人口流动动向透露城市发展信号
近期公布的数字显示，中国城市人口版图正

出现重要变化：北京常住人口近20年首次负增
长，上海常住人口减少。与此同时，郑州、西安等
多个省会城市的常住人口将突破千万。人口流
动的新动向意味着什么？透露出中国城市发展
哪些信号？

■时评

短缺药品供应离不开体制机制的支撑和保障。 青年报资料图 记者 常鑫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