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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眼

引导数字化平台企业
开展“四个 100 计划”

据了解， 广州发展数字商务已取得
先发优势。 广州以跨境电商“五个率先”
领跑全国，以直播电商“十个全国首创”
屡开先河，社交电商积极转型健康发展。
下一步，广州将以打造“两平台四体系”
全面提升数字商务建设水平， 进而推动
广州商务工作高质量发展，为“十四五”
开好局、起好步。 2021 年全年力争实现
规模以上企业数字化转型应用率 90%以
上， 全市限额以上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
破 2000 亿元。

目前，阿里、腾讯、京东、唯品会、字
节跳动、快手、花生日记等知名数字化平
台企业在广州都已布局， 广州将充分引
导这些数字化平台帮助传统商贸企业重
构“人”“货”“场”“服务”四者关系，开展
“四个 100 计划”： 打造 100 家微信生态
智能商业综合体； 支持移动打造 100 家
商业综合体承载量的 “广州 5G 智慧商
贸平台”；支持培育 100 个大数据支持的
个性化定制品牌； 打造 100 个平台支持
的中小微企业转型案例。

分专业建设
商务数字化转型线下平台

依托广州作为千年商都强大的商贸
基因，有重点、分专业建设商务数字化转
型线下载体平台。

电子商务方面， 充分发挥状元谷和
花地河两家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引
领作用 ， 推荐琶洲人工智能与数字经
济试验区申报国家级电子商务示范基
地 ， 认定一批跨境电子商务产业园区
和直播电商产业集聚区 ， 逐步形成一
核引领 、两翼齐飞 、多区联动分层次 、
分梯度发展格局 ， 为商务数字化转型
保驾护航。

智慧商圈方面， 以天河路商圈为龙
头，鼓励支持发展大数据、移动支付、精
准营销、交通导航、客流疏导等智能应
用，打造智能消费体系。 鼓励全市大型
商业综合体利用 5G+云计算 、 人工智
能等互联网技术推进店铺数字化改
造 ，由商品销售向 “商品＋服务 ”转型 。
推动品牌连锁便利店数字化赋能 ，优
化便利店等线下零售企业消费体验 。
支持生活服务业入驻 O2O 电子商务
平台 ， 开展网上预约 、 上门服务等业
务。 引导旅游景区开展线上营销和在线
旅游预订服务。

专业市场方面， 以全市 644 个专业
市场为基础， 选取六大传统优势产业，
以“一品一区”或“一品多区 ”的方式推
动产业百花齐放。 支持荔湾区茶叶市场
通过“指数平台+线下实体”交易，打造
“广州定价”“广州标准”“广州指数”。 支
持荔湾区、 花都区打造花卉交易平台，
构建花卉产业供应链新模式。 支持荔湾
区、南沙区发展中药材电子商务和物流

配送。 支持荔湾区、花都区打造花卉交
易平台， 构建花卉产业供应链新模式。
支持荔湾区、南沙区发展中药材电子商
务和物流配送。支持荔湾区推动黄沙水
产市场项目与京东合作 ，探索建立集
中支付结算新模式 。 支持番禺区打造
珠宝产业数字化供应链和线上营 销
商贸服务平台 。 鼓励服装纺织行业应
用 ERP 系统 、供应链模式创新 、大数
据分析等 ， 为品牌商户提供一站式数
字化服务。

服务贸易方面， 以国家数字服务出
口基地带动琶洲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试
验区、 天河软件园等园区提升数字经济
发展能级， 构建广州数字服务多能级发
展。 以国家文化出口基地为依托，加快数
字影音、动漫游戏、网络文学、电子竞技
等数字内容在本地的创作生产， 加快打
造广州文化 IP。

构建四项支持服务体系
同时构建四项支持服务体系， 包括

政策支撑体系，即出台“1+2”电子商务扶
持政策，助推商务数字化转型提速增效；
主体培育体系， 即大力培育商务数字化
转型典型案例，引领带动产业健康发展，
认定一批示范企业并加强对其支持，树
立商务数字化转型鲜明导向； 人才培养
体系， 即实施全面构建商务数字化人才
培育工程， 夯实高水平商务数字化人才
储备根基。

新快报讯 记者涂波报道 3 月 11
日，A 股三大指数一改近日调整走势，集
体走强 ， 涨幅均超过 2% ， 沪指收报
3436.83 点。两市合计成交 8040 亿元，北
向资金净买入 67.19 亿元。 截至 3 月 11
日，两市共有 107 家公司披露了 2020 年
年报，75 家净利润呈增长状态。 在已披
露年报的上市公司中， 出现了不少机构
身影，作为“国家队”的社保基金也出现
在 20 家公司流通股东中，其中持有市值
超亿元的个股有 12 家。

在目前已披露 2020 年年报的公司
中， 宏发股份被社保基金持有市值达
11.67 亿元，暂居首位。 资料显示，全国
社保基金一一二组合新进 1458 万股 ，
成为其第四大流通股东， 而中央汇金
和保险基金也位列十大流通股东 。 此
外， 和而泰和拓邦股份分别被社保基
金增持 1136.7 万股和 1158.15 万股 。
相 反 ， 平 安 银 行 被 社 保 基 金 减 持
999.99 万股 ， 另有三家被社保基金减
持的公司 ，分别是汤臣倍健、秀强股份
和中信特钢。

从年报净利润增长率来看， 社保基
金持有的个股中有 17 家公司业绩同比
增长， 其中汤臣倍健净利润同比增幅达
528.29%。 此外，金雷股份和利尔化学等
5 只个股均净利润同比增幅超 50%。

对于昨日股市强势上涨的行情，国
海证券指出，投资者应保持一份冷静，在
反弹的时候思考中线逻辑， 手中的股票
未来业绩是否能继续增长， 这些才是支
撑一只股票止跌上行的核心因素， 股票
就是买公司， 相信常识和均值回归的力
量。 虽说春节过后， 部分机构持仓股大
跌，但若是看 2020 年以来的话，社保基
金持有的公司，多数涨幅喜人，艾可蓝、
中信特钢、金雷股份、拓邦股份和秀强股

份依然是翻倍股。
分析人士认为， 短线大盘有望走出

反弹走势，但需关注半年线附近的压力，
能否收复半年线，关键在于量能。 若市
场缩量，则大盘杀跌动力减缓，短线有望
企稳。东方财富研究院表示，根据历史经
验，每一次市场暴跌，机构重仓持有的股
票一般均能率先走出低谷。所以，作为稳
健型的“国家队”社保基金的动态依然受
市场关注。

新 快 报 讯 记 者 刘 威 魁 报 道
近年来，惠民保产品凭借低保费、低
门槛、高保额等特点，开始在全国多
个城市快速铺开， 但也因区域发展
不平衡、 可持续性存疑等问题日益
凸显。 为惠民保的持续性惠民与长
足运营发展， 近日， 接连有人大代
表、 政协委员对惠民保相关议题进
行建言， 意在推动城市定制型医疗
保险的高质量发展， 也引发行业关
于惠民保发展现状和前景的新一轮
讨论。

数据显示，截至 2021 年 1 月 20
日，惠民保已在全国 24 个省市自治
区开展，覆盖人群超过 2500 万拥有
基本医保的参保人。 今年 1 月，蜗牛
保险发布的 《百城惠民保深度分析
报告》就指出，目前惠民保区域差异
大，呈现东多西少、南多北少特征。
参保率不高， 大多数城市仅为 1%-
15%。 同质化初显，苏州、福州等十
几个城市出现两款以上相似产品 。
另外，冒充政府指导名义、可带病投
保导致赔付风险高的经营问题 ，让
外界担忧其发展可持续性。

针对惠民保产区域发展不平衡
的情况，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太保寿
险上海分公司副总经理周燕芳建
议， 惠民保的长期健康发展应坚持
普惠金融的可持续性原则， 构建公
私利益调和机制 , 形成共建共治共
享的互动格局。 应避免部分地区因
项目盲目上线， 而导致销售成本高
企、保障表现不足，对持续经营造成
风险。

针对惠民保同质化严重等问
题，周燕芳提议，要出台相关文件规
范惠民保业务的开展。 从服务民生
保障、 强化可持续经营和开展专业
服务等出发， 出台规范性文件。 首
先，要明确参与主体的资质标准，从
经营长期健康险和大病保险的要
求，设置行业主体准入门槛。 其次，
完善准入退出机制， 制定中长期规
划和设计，建立年度项目评估制。 应
明确医保局、 卫健委及银保监在惠
民保业务中的协调和指导作用 ，明
晰制度架构中的行政边界和政策绩
效评价体系。

保险公司作为惠民保的主要执
行主体， 决定着产品能否可持续的
推进并持续扩容，而目前，各地保险
公司为了抢占市场， 存在产品设计
粗糙、同质化严重的现象，并未凸显
城市差异与特色。 对此，全国政协委
员， 原中国保监会副主席周延礼建
议，保险公司应克服短期行为，实现
长期目标， 在精细化道路上走深做
实， 可以从特定病种出发进行保障
方案设计， 对特定病种提高医疗待
遇、增加药品目录和诊疗项目清单，
切实减轻大病患者的医疗费用负
担， 提高医疗资源的使用效率。 此
外， 同一城市尽量在同一时期只上
线一款惠民保产品， 避免行业恶性
竞争和消费者选择困惑。

惠民保同质化初显
两会代表委员
建言“一城一款”

广州力争今年实物商品
网上零售额破 2000亿元

逾百家上市公司年报披露 社保基金持股曝光

年报社保持股市值超亿元的个股（截至 2021 年 3 月 11 日）
股票简称 现价(元) 社保持股市值(亿元) 社保持股比例(%)
宏发股份 48 11.67 2.89
平安银行 21.27 11.22 0.30
TCL 科技 8.93 9.839 1.10
中信特钢 27.59 9.24 3.37
利尔化学 23.65 8.78 8.05
节能风电 3.63 7.96 5.58
顺络电子 33.94 4.51 2.60
和而泰 21.29 4.46 3.24
汤臣倍健 28.28 3.00 1.39
上海家化 44.8 2.47 1.06
柏楚电子 273.99 1.88 2.78
金雷股份 33.82 1.69 3.18

来源：同花顺

记者从广州市商务局获悉，2020 年广州市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 1937.42 亿元， 逆势增长
32.5%，比全国高 17.7 个百分点。 数字商务已成为广州市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
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亮点和新引擎。近日，广州市商务局发布了未来一年数字商务发展政策，广
州将围绕“两平台四体系”，加速建设数字商务，全面赋能实体经济。 力争 2021 年广州限额以上实
物商品网上零售额破 2000 亿元。

■新快报记者 陆妍思 通讯员 穗商务宣

去年这一数据为 1937.42亿元，逆势增长 32.5%，较全国高 17.7个百分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