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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李克强总理在主持召开国务

院常务会议时指出，深化“放管服”改

革和落实财政金融纾困政策并行推进，

是激发市场活力、增强发展内生动力的

重要举措，对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

保”任务至关重要，要推出新举措进一

步做到门槛降下来、监管跟上去、服务

更优化。

9 月 2 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再次

强调，下一步要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灵活

适度，保持政策力度和可持续性，不搞大

水漫灌，引导资金更多流向实体经济，以

促进经济金融平稳运行。

今年以来，为纾困中小微企业、民

营经济和个体工商户，政府部门出台了诸

多措施。其中，财政部门为应对各种风险

挑战，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一方面适

当提高赤字率，将赤字率从 2.8% 提高至

3.6% 以上，赤字规模比 2019 年增加 1 万

亿元，达到 3.76 万亿元；另一方面，通过

加大政府债券发行、减税降费、转移支付

力度及加强预算平衡等措施，对冲经济下

行压力、企业经营困难等影响。

金融管理部门不断强化逆周期调节

力度，一方面通过定向降准、公开市场操

作、专项优惠再贷款等措施，保持了货币

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的合理增长，为经

济复苏提供了足够的流动性支持；另一方

面，及时出台了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计

划和阶段性延期还本付息等政策，更加注

重精准导向。今年上半年，银行业金融机

构已对 2.46 万亿元中小微企业和外贸企业

贷款本息实施延期，并提供了 3.66 万亿元

其它再融资支持，精准支持社会经济发展

中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此外，还不断

引导金融机构向实体经济合理让利，前七

个月，金融机构通过降低利率、减少收费、

贷款延期还本付息等措施，已为市场主体

减负 8700 多亿元，实体经济综合融资成

本明显下降。

“水美则鱼肥，土沃则稻香”。我

们看到，在各项措施的助力下，我国经济

稳步复苏，国内生产总值呈现出 V 型走

势，在一季度负增长后，二季度成功实现

了3.2%的正增长，展现了强大韧性。同时，

我们也注意到，随着经济的复苏，政策措

施需从强有力的救助逐步过渡到针对性的

引导上，从侧重为实体经济输血向刺激实

体经济造血转变。

当前，需要进一步深化“放管服”，

通过优化营商环境，进一步激发市场主

体的内生动力和活力，进而提升实体经

济自身的造血功能，并将深化“放管服”

改革和落实财政金融纾困政策并行推进。

一方面，深化“放管服”改革，通过简

化审批手续、提升监管能力和服务质效，

能够直接减少因行政审批程序不完善等

原因导致的财政金融纾困政策落实不到

位问题，可以让企业更快速、更高效地

获得相应的扶持政策，进而提升政策的

实施效果；另一方面，通过深化“放管服”

改革，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可进一步

增强市场主体的活力，进而减轻对前期

纾困政策的依赖。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是实体经

济的血脉。银行业金融机构作为金融业的

主体，积极落实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政策措

施，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不断

转变服务理念、创新发展模式，服务实体

经济的能力和水平不断提升。数据显示，

7 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 212.55 万亿

元，同比增长10.7%，增速比上年同期高2.6

个百分点，为经济恢复发展积蓄了金融力

量。下一步，银行业金融机构需结合“放

管服”改革和纾困政策落实两个层面采取

相应措施，更好助力“六稳”“六保”。

提高政治站位，更好落实纾困政策。

随着一系列纾困政策的出台及逐步落地

见效，实体经济日渐恢复常态。后续银

行业金融机构应继续通过下调贷款利率、

减少业务收费等措施，继续做好合理让

利工作，减轻实体经济融资负担；另一

方面，做好小微企业信用贷款和阶段性

延期还本付息等针对性纾困政策的落实，

继续加大对小微企业、制造业等重点领

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此外，还应

围绕“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重点涉及

的消费升级、高科技、新基金等关键领域，

进一步做好金融服务，更好助力“双循环”

新发展格局加速形成。

深化机制改革，更好激发经营活力。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放管服”改革要求，

近年来，金融管理部门先后取消了多项行

政许可审批，不断简政放权。银行业金融

机构自身也在逐步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经

营活力不断提升。后续，银行业机构内部

要进一步简政放权，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

对下级单位合理授权，提升决策和运行效

率，充分发挥基层经营层的自主性和灵活

性；进一步完善考核机制，将考核体系设

置与放管服监管政策导向保持一致；抓住

对外开放契机，积极“走出去”和“引进

来”，通过学习和实践进一步提升自身的

综合经营能力。

加大科技应用，更好提升服务效率。

自英国著名管理大师查尔斯·汉迪提出第

二曲线理论以来，业界都在努力寻找自己

的第二增长曲线。对于银行业金融机构来

说，在原有“第一曲线”红利逐渐消退之

前，亟需找到第二增长曲线，而金融科技

将有助于商业银行解决未来潜在客户在

哪、增长路径如何寻觅等一系列问题。后

续，银行业金融机构一方面要加大金融科

技的运用，持续深化数字化转型，为业务

赋能提供基础；另一方面，实力雄厚的公

司可通过设立子公司等方式谋求科技的独

立运营，以更好地发挥金融科技的引领带

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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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放管服”改革  倾力纾困保主体

微言大义

当前，需要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通过优化营商环境，进
一步激发市场主体的内生动力和活力，提升实体经济自身的造血
功能，并将深化“放管服”改革和落实财政金融纾困政策并行推进。
银行业金融机构需结合“放管服”改革和纾困政策落实两个层面
采取相应措施，更好助力“六稳”“六保”。

事件：工信部最新消息显示，1-7 月，
互联网业务收入保持较快增长，我国规模
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业务收入
6916 亿元，同比增长 14.9%。其中，音视频
服务类企业保持高速增长态势，新闻和内容
服务类企业加快转型步伐。

点评：今年前 7 个月，互联网和相关
服务业发展整体向好，业务收入实现较快增
长，利润和研发投入保持平稳，各类互联网
企业为社会经济生活各方面提供信息服务、
互联网平台服务，实现自身良性发展。

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业务保持回升态
势，一方面依托于经济社会稳步恢复正常的
经济大趋势，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在人工智能、
云计算、大数据等信息技术和资本力量、政
策红利的助推下，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值
得注意的是，不同领域的互联网企业呈现分
化发展态势，音视频服务继续高速增长，生
活服务、生产服务平台回升明显，游戏类应
用分发总量超过音视频类，跃居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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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因为网红李子柒宣布要

到广西柳州建螺蛳粉厂，让螺蛳粉

又上热搜了。据不完全统计，这已

经是今年以来螺蛳粉第十次上热搜

了！

网络打卡、直播带货、吃播演

绎以及社交媒体话题热议，让螺蛳

粉这个原本默默无闻的地方特色小

吃火爆全球、畅销海外。数据统计，

今年上半年，广西柳州袋装螺蛳粉

产值达 49.8 亿元，出口额为 2019 年

全年的 8 倍。“螺蛳粉”火爆出圈，

实则反映出在信息技术不断进步，

数字经济、粉丝经济呈现蓬勃发展

的背景之下，当代新青年消费行为、

习惯的新特征。一股社交化、体验式、

娱乐化的消费新风尚正在悄然形成，

并成为扩大消费的巨大动能。

前不久，北京师范大学发布《新

青年新消费观察研究报告》提到，

19-35岁的移动互联网用户达6.5亿，

新青年群体已成为中国互联网消费

的主力军。这些新青年既“宅”又

“显”，受社交、短视频、直播带

货等因素影响大，热衷于社交类、

粉丝类消费，追求个性化、多元化

体验式消费，青睐会讲故事的产品，

乐于推荐好物，打卡消费。

就商业银行而言，必须紧跟时

代步伐，积极研判市场，应对新消

费潮流带来的全新机遇和挑战，利

用大数据、信息技术等手段有效降

低新青年等长尾客户的服务成本，

提高管理效率。

围绕新消费习惯客户的兴趣、

爱好、情感和社交需求，商业银行

应进一步探索直播等线上营销模式

与金融服务推广的融合方式，让产

品营销以更为喜闻乐见的方式直达

客户；要加大对数字经济新业态新

模式的支持力度，加快推进数据资

产化，创新授信融资模式；要聚焦

客户体验和价值创造，围绕客户“衣、

食、住、行、娱、购、游、教、医”

等领域搭建智慧场景，把金融服务

嵌入人们生活方方面面，打造极致

客户体验。

可以说，正是螺蛳粉独特的“臭”

味，诱惑刺激着新青年的味蕾，让

试吃螺蛳粉成了海内外新青年朋友

“打卡”的不二之选，进而助推“螺

蛳粉”现象形成。

可以预见，随着“宅生活”“打

卡经济”的日渐兴起，“工作生活

一体化”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消费

趋势。如此巨大且消费能力超强的

新一代，值得持续关注和深入研究。

一方面，“宅”的特点让新青

年群体的消费目的从“好用”向“好

玩”转变。“聊着聊着就下单了，

看着看着就付款了”成为主流，这

种习惯和偏好，势必影响着金融服

务模式的创新方向与研发侧重。

另一方面，今年以来，零售数

字化进程明显提速，不仅新青年群

体对线上消费的依赖性持续增强，

其他年龄群体的消费者也越来越习

惯于通过线上渠道选购商品，促使

电商成为消费供应链的重要“动力

仓”，电商销量和渗透率出现“双升”，

各种“直播带货”成为各行各业的“必

修课”，已然对金融服务升级提出

更高要求、全新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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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及其常态防控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数字经济的发

展，中老年群体行为习惯的改变是其中不容忽视的一个转变。今

天的中老年群体越来越自如地上网冲浪、线上购物、手机浏览资讯、

短视频，越来越多针对老年人的线上服务也应运而生，最近兴起

的虚拟养老就是其中一例。

据媒体报道，虚拟养老是指通过政府打造平台、企业提供服

务、老人自助点单的方式，将“互联网 +”智慧服务无缝嵌入养

老产业的养老形式。与传统养老相比，虚拟养老突出了商业色彩

和科技属性，有利于充分调动相关各方的资源和积极性，也为金

融更好服务银发经济提供了更为宽广的对接路径。

商业银行在养老产业服务的客户认同、配套服务、产品属性

等多个方面都有很大优势，并且这种优势由于金融科技的加持正

在逐渐扩大。一方面，能够成为银行优质客户的中老年人大多具

有一定的财富积累，并且对银行有更深的认同感。另一方面，无

论是医院、疗养机构亦或政府、房地产商，都与银行业以信贷为

纽带建立了牢固的业务合作，这种合作在数字经济大潮下还在不

断发展出新连接，可以为老年客户提供更综合丰富的金融服务。

此外，银行具有投资非标资产的专业能力和独特优势，其以稳健

收益为主的理财风格也更受中老年人青睐。

渠道层面，应从中老年人的需求偏好和行为习惯出发，满足

差异化的特殊要求，在便捷体验之外更强调安全保障。在此基础上，

可以考虑推出适合中老年人使用的手机银行特别版本或支持特色

功能定制，突出存、贷、付、理财等业务，同时辅之以更喜闻乐

见的 UI 风格，使操作对中老年客户更友好。

场景层面，基于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满足中老年人多元

需求。在日常消费领域，可通过自建商城和开放银行等方式，在

购物、养生、娱乐、阅读等多个细分消费场景引入高品质服务提

供商，既注意满足其物质需求，也关注其精神需要。在养老需求

领域，可充分发挥与医院、疗养机构的合作优势，在传统养老服

务上为客户创造更多权益，以数字化方式不断扩展养老服务边界。

理财层面，深入研究养老理财产品相较于普通理财的特别之

处，以产品创新打破同质化竞争困局。相较于保险、基金、证券机构，

银行 APP 活跃度更高，数据要素也更加齐全，在此基础上，银行

可以对中老年客群进行精准画像，推出更有针对性的理财产品。

中老年理财还可大胆创新，将理财收益与养老服务挂钩，使客户

更有获得感。

对于正在经历数字化转型的养老产业来说，客户的消费习

惯、特别是线上金融消费习惯仍有待培养，因此，做好中老年

客户的数字化金融服务，既是社会责任的履行，也是开展业务

的必由之路。身处数字化时代，银行开展消费者教育也当与时

俱进，树立开放思维、互联网思维，以自身手机银行等渠道为

主阵地，基于客户偏好分析，与合作伙伴携手打造更有针对性

的宣传活动，将金融教育与开展业务、提高黏性目标结合起来，

在养老金融市场持续发力。

螺蛳粉网红之路给银行带来哪些启示

虚拟养老风起
金融如何跟进

今年前 7 月互联网业务收入同比增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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