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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经济热了

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

冠肺炎疫情，给不少地区

经济和百姓生活按下了

“暂停键”，但顺势而上、御

风而行的在线经济，如同

驶入了“快车道”，给这个

特殊的年份增添了温暖亮

色。

什么是在线经济？很

多人第一反应可能就是生

活中多了各种“云”：云医

院、云教育、云会展、云办

公……很多原本要四处奔

波办的事情，如今足不出

户动动手指就能轻松搞

定。

以互联网医院为例，

过去大家总认为只是一个

噱头，但疫情似乎在一夜

之间催生了这一新业态的

爆发式增长。目前全国已

经有900家互联网医院，线

上科普、问诊、配送医保处

方……新医疗悄然改变着

人们的生活习惯，也快速

打开了患者跨省在线“刷

医保卡”的大门。

与在线新应用同步升

温的，还有大量的在线新

职业、新岗位。继耳熟能详

的“蓝领”“白领”之后，“新

领”迎来了风口。今年7月，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

部门正式向社会发布 9 个

新职业，让互联网营销师、

区块链工程技术人员、在

线学习服务师等名词走进

人们的视野。

相比越来越多的“李

佳琦”“薇娅”们上线，连区

块链工程师这样的“高冷”

工种，队伍也越变越大，有

的已经逐步“出圈”。

放在一年前，有多少

人了解区块链工程师是干

什么的？随着越来越多的

年轻人加入这一职业，让

每头牛都有“身份证”，让

疫情捐款清晰可追溯，区

块链离我们的生活越来越

近。

在线经济的飞速崛

起，一方面靠的是需求的

内生推动，另一方面也离

不开政策的外在支持。比

如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

网信办印发的《关于推进

“上云用数赋智”行动 培

育新经济发展实施方案》

提出，支持在线消费、无接

触配送、互联网医疗、一站

式出行、“宅经济”等新业

态，拓展经济发展新空间。

展望 2021 年，消费者

将继续增大在线上的支

出，短视频和直播有可能

会继续流行，不仅仅是引

流利器，更是新经济发展

中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

电商直播火了

2020 年，一场疫情让

线下商业跌入低谷，却点

亮了今年最大的风口——

电商直播。

当绝大多数人宅在家

里同疫情“鏖战”，仅有三

五平方米的小小直播间迅

速成为满足人们购物需

求、释放购物欲望的“出

口”。

这一年，直播有多火？

淘宝直播数据显示，

今年“双 11”预售正式启

动 10 分钟，平台成交额就

超过去年全天；在快手平

台，平均每秒就有 2 场电

商直播正在进行；相关研

究机构预测，2020 年中国

电商直播行业总规模将

逼近万亿元。

据商务部监测，仅上

半年全国电商直播就超

过 1000 万场，活跃主播人

数超过 40 万，观看人次超

过 500 亿，上架商品数超

过2000万。

“ 村 播 ”“ 厂 播 ”“ 店

播”“仓播”……这一年，

直 播 的 场 景 不 断 丰 富 ，

“双 11”期间，不少保税区

的海外品牌甚至边播、边

卖、边发货。

甘肃土豆、黔西南薏

米、大凉山橙子……这一

年，许多人走进直播间，

为家乡土特产“带货”。直

播间里，人们为湖北拼过

单，为脱贫出过力。

卖车，卖房，卖火箭

发射服务……这一年，直

播“货架”上的商品不断

突破人们的想象，有人感

叹，这是“万物皆可直播”

的时代。

为什么是直播？很多

人问。

对零售业而言，直播

的 出 现 ，打 破 了 传 统 的

“人货场”。在商品供给极

大丰富的今天，从亿万件

商品里“淘好货”无疑需

要消耗大量时间，而直播

通过预先选品，将传统的

“人找货”变为“货找人”，

大大提高了商品流转效

率。

在直播间里，主播凭

借独特的个人“IP”特色，

与用户之间建立起信任

纽带，主播团队帮助用户

发现需求、筛选商品、和

商家砍价，让消费者以更

少的时间精力投入，获取

相对“物美价优”的商品。

消费者也可以通过评论、

“弹幕”等形式，表达自身

需求，影响产业链上端。

在 2020 年的商业赛

道上，直播可谓“一骑绝

尘 ”。可 车 速 太 快 ，难 免

“翻车”。流量造假、商品

质量差、大数据杀熟……

最近一段时间，关于直播

带货的负面新闻频频登

上热搜，去掉滤镜之后，

野草般疯狂生长的直播，

似乎并没有“看上去那么

美”。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近日发布通知，对网络秀

场直播和电商直播的登

记、内容、审核、打赏等提

出具体管理细则。不少头

部主播更是直接遭到中

消协“点名”。

监管不是为了打压，

而是为了规范。

未 来 ，5G 环 境 叠 加

AI、短视频、虚拟主播、全

息影像等，电商直播行业

或许会迎来更多突破想

象的新玩法、新业态、新

模式。而这一切的前提，

是真正建立起一套标准

规范的直播供应链体系。

如何构建起适应直

播生态、符合法律规范的

新的“人货场”，是直播走

入“下半场”必须解决的

问题。只有在规范、有序、

健康的基础上，直播才能

“亮”得更久，而不是狂风

过后，落得一地鸡毛。

借钱便宜了

2020 年 ，借 钱 便 宜

了。

企业向银行借钱，便

宜了多少？

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

示，2019 年 12 月，企业贷

款加权平均利率为5.12%，

而今年 3 月、6 月、9 月，这

一利率逐期降低，分别为

4.82%、4.64%、4.63%。

对小微企业来说，9

月新发放普惠小微企业

贷款平均利率为 4.92%，

相较于去年 12 月 5.88%的

平均利率，降幅达到 0.96

个百分点。

也就是说，假设你是

一家小微企业的负责人，

向银行贷款 300 万元。按

4.92%的利率计算，每年

能省下2.88万元利息。

2.88 万元，几乎相当

于 2019 年全年全国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如果贷

款量更大，省下的利息还

会更多。

企业贷款利率已处

于历史较低水平。这离不

开稳健的货币政策护航

和合理充裕的流动性保

障。

这一年，存款准备金

率三次降低，共释放长期

资金1.75万亿元。

这一年，随着我国经

济加速恢复，央行通过提

高公开市场操作和中期借

贷便利（MLF）等操作的频

次，“呵护”市场流动性。

这一年，1.8万亿元再

贷款、再贴现政策出台，

两项直达实体经济的货

币政策工具推出，精准滴

灌小微企业，确保宏观政

策 既 有“ 力 度 ”又 有“ 精

度”。

不仅是企业，利率的

降低也惠及个人贷款。

今年以来，1 年期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从

年初的 4.15%降至 3.85%，

与个人贷款息息相关。

在利率整体有所下

行的同时，个人住房贷款

加权平均利率也在 9 个月

间下降了0.26个百分点。

对企业和个人而言，

利率的下行无疑节省了

成 本 。而 对 整 个 国 家 而

言，利率适度下行则能够

刺激贷款和投资，从而激

发市场活力。

欲流之远者，必浚其

泉源。金融和实体经济从

来都是共生共荣的关系，

金融“血脉”循环通畅，实

体经济才能活力迸发。

这一年，金融支持实

体经济的举措正在不断

落地。

—— 国 务 院 金 融 委

宣布 11 条金融改革措施，

其中包括出台《商业银行

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监管

评价办法》，完善对小微

企业金融服务的激励约

束机制。

——前 10 个月，金融

部门通过降低利率、减少

收费、贷款延期还本付息

等措施向实体经济让利

约 1.25 万亿元，预计全年

可 实 现 1.5 万 亿 元 的 目

标。

——前三季度，银行

业整体减费让利约 2743

亿元，预计全年可实现减

费让利3600亿元左右。

在国内外严峻形势

下，这些金融政策措施正

在帮助中国经济闯关夺

隘、走出低谷，延续稳定

恢复的态势。

在今年贷款利率整

体下行的同时，人们也注

意到，三季度新发放贷款

加权平均利率、一般贷款

加权平均利率、票据融资

加权平均利率均有小幅

回 升 。随 着 经 济 加 快 恢

复，我国货币政策力图长

期保持常态化，与实体经

济发展相适应。

活 水 滋 养 ，万 物 繁

茂。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

能力不断增强，将带动企

业经营环境持续向好、预

期不断改善，助力中国经

济更具韧性、行稳致远。

基金市场火爆

今年公募基金市场

规模迅速扩大，连续迈过

15 万亿元、16 万亿元、17

万亿元、18 万亿元大关，

可谓气势如虹。截至 10 月

底，公募基金总规模攀升

至 18.31 万亿元，再创历

史新高。

要知道，2019 年底公

募基金规模刚达到 14.77

万亿元。2020 年前 10 月的

规模增长已经超过 3.5 万

亿元，增幅接近 24%。公

募基金产品数量更是从

去年底的 6500 多只增长

到今年 10 月底的 7600 多

只。

我国公募基金发展

史上，年度规模增长超 3

万亿元的仅有 2015 年，达

到 3.86 万亿元。2020 年还

没过完，年度规模增长能

否超越 2015 年？人们拭目

以待。

公募基金市场火爆离

不开赚钱效应的加持。

截至 12 月 7 日，今年

超过 53%的公募基金盈利

在10%以上。其中，股票型

基金平均上涨超 34%，混

合 型 基 金 平 均 上 涨 超

35%，而同期上证综指上涨

12%，沪深 300 指数上涨

22%。

市场数据显示，年内

净值涨幅超过 100%的基

金产品已经达到 13 只。对

于投资者来说，假设年初

买了这些基金并持有到现

在，投资收益已经实现翻

番。

火起来的公募基金，

其实已走过了 20 多个年

头，在发展过程中经历过

起伏，不断向成熟迈进。今

年这个行业迎来快速发

展，折射出中国经济、资本

市场和居民理财的深层次

变化。

随着资本市场改革，

特别是注册制改革推进，A

股的“游戏规则”不断发生

深刻变化。偏好价值投资

的机构投资者开始具有更

加明显的优势。

在整个资本市场改革

中，鼓励中长期资金入市、

提高机构投资者占比被放

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早在

2020 年年初，证监会就曾

在今年“工作计划”中明

确：持续推动提升权益类

基金占比，多方拓展中长

期资金来源，促进投资端

和融资端平衡发展。

实际上，权益类基金

发行确实也在2020年迎来

“高光时刻”。到12月上旬，

已有超过1300只新发公募

基金产品成立，合计募资

规模突破了2.7万亿元。其

中，股票型基金和混合型

基金的新发规模分别超过

0.29 万 亿 元 和 1.42 万 亿

元，权益类基金发行火爆

程度可见一斑。

这些现象说明什么？

业内人士认为，曾经偏爱

买房子和买银行理财的中

国人，投资的目光开始逐

步转向资本市场。一方面，

“房住不炒”越来越深入人

心；另一方面，今年有银行

理财出现“负收益”，相关

产品“隐形刚兑”已经打

破，告别“稳赚不赔”时代。

一边是居民理财不断

探索的目光，一边是不断

成熟的资本市场和公募市

场。可以说，这场相遇成为

2020年公募基金火热最重

要的原因。

在行业规模迅速增长

和“爆款”基金频频亮相的

背后，无论是行业机构还

是投资者都要多一份冷

静。只有踏踏实实把投资

者利益放在首位，行业机

构才有更广阔的发展前

景。毕竟，除了公募行业，

还有银行、信托、保险等诸

多财富管理机构也在“摩

拳擦掌”抢占更多的理财

市场份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