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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民生

新华社北京 7 月 2 日电（记者魏玉坤、王淑娟）今年以来，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共享经济受到一定冲击。为了活下去，
共享平台企业加速创新，为恢复国内消费市场、推进复工复产
助力。

活下去！线上线下联动

“活多了，有钱赚了。”4 月初以来，跑了 5 年运输的广州货
拉拉司机张师傅逐渐忙起来了。

货拉拉数据显示，2 月平台订单量环比下降 79%，3 月以
来，订单量持续增长。截至目前，大多数城市货运需求整体恢
复超 80% 。其中，因春季家庭花卉植物需求旺盛，花卉植物类
运输恢复至平时的 94%。

受疫情影响，一些依托线下活动的共享平台受到冲击，活
下去成了企业的工作重点。

“新增零担货物运输业务，开拓更多品类满足用户需求，
努力把平台打造成一个物流商城。”共享物流平台货拉拉首席
营销官张燕梅说，最大限度地控制成本和寻找新的收入来源
是活下去的不二法门。

细心的人们不难发现，“冲击”根本上是线下经济活动被
迫中止而“传导”到线上的，为此，企业也主动转向线下场景维
护，保障产业链稳定。

今年 2 月，哈啰出行把部分员工派到了严重缺工的生产
工厂，直接上生产线参与生产，积极帮助上游企业搭建工厂信
息交流平台、生产线复产针对性培训等，目前上游产能基本
恢复。

“实体行业复工复产持续推进，平台经济也在随之恢复活
力。”哈啰出行联合创始人、执行总裁李开逐说。

活得好！拼速度玩创意

拼速度玩创意，一度被共享平台企业奉为抢占“风口”的
制胜法宝。抗“疫”期间，人们的在线消费习惯得到进一步培
养，倒逼企业业务创新。

湖北十堰市的王女士患糖尿病多年，需要定期购药和问
诊。她担心去医院开药有交叉感染风险，于是通过共享医疗平
台平安好医生进行“云问诊”“云开药”，解决了后顾之忧。

疫情期间，一些共享医疗平台如微医、平安好医生等开设
了在线问诊服务，帮助人们了解疫情动态、普及相关知识。

国家信息中心分享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于凤霞认为，线下
活动受到限制时，大量的消费和生产活动转到线上，这对部分共
享经济领域如共享医疗、教育等的需求产生了一定刺激性影响。

疫情以来，共享平台企业并不满足于活下去，而是要活得
好，部分企业正努力抓住“危中之机”。

瞄准下沉市场，注入新生机。今年以来，货拉拉不断下沉
货运模式，相关业务延伸到了 50 多座新城市，其中多为三四
线城市，缓解了疫情对货运带来的影响。

培育新产品，释放发展潜力。美团单车、哈啰出行等共享
单车企业布局 3 至 10 公里出行市场，发展共享电单车业务，4
月以来，电单车业务持续增长。

探索新模式，提升竞争力。哈啰出行等企业探索“员工共
享”模式，助力复工复产；滴滴与司机群策群力提升订单量，目

前网约车业务已基本恢复至去年同期水平。
记者在调研中感受到，逐渐恢复活力的共享经济等新业

态正撬动着消费升级，带动就业扩容，成为当前国内市场活力
日渐恢复的鲜明写照。

活得久！加速新战略落地

疫情如镜，照出了共享经济等新业态快速反应、灵活应对
困境的优势，也暴露出部分平台企业商业模式难持续、服务体
验待完善等短板。

疫情初期，实体消费陷入停滞状态，共享充电宝、共享住
宿等行业一度陷入寒冬。业内专家表示，受制于实体经济复工
复产进度，共享平台企业恢复进度不一，部分平台自我突破能
力差，逐渐被市场淘汰。

共享经济圈有句老话，要想活得久，不创新不行，创新慢了也不
行。当前一股聚焦技术创新、加速新战略落地的热潮正在行业内涌动。

青桔单车尝试运用北斗系统，以提升精细化运营水平，首
批搭载有北斗高精度导航定位芯片的青桔 GEO 车型已在深
圳、武汉、北京等地投入运营。

共享充电宝平台街电不断深化场景布局，探索线上线下
用户一体化运营，加快打造以共享充电宝为核心的价值闭环，
订单量正稳步回升。

“这场由疫情催生的科技应用创新正在加速传导到实体企
业，在全产业链各个环节拥抱数字化、推动企业间的协同创新，将
成为整个国民经济转型升级、应对疫情的一个抓手。”北京大学光
华管理学院助理教授雷莹说。

新华社上海 7 月 2 日电（记者潘清、刘慧）作为A股市场首条指
数，即将步入“而立之年”的上证综指将于 7月 22日迎来“大修”。

优化编制方案，如何帮助上证综指摆脱失真的尴尬？重修
后的指数，能否成为新的投资之“锚”？

10 年只涨 24 . 44%：“晴雨表”缘何失真？

6 月的最后一个交易日，上证综指收报 2984 . 67 点。这个
点位较 10 年前的同一天仅上涨了 24 . 44% ，大幅“跑输”同期
GDP 增幅。如果把时间线缩短到 5 年，上证综指累计下跌逾三
成，与稳健增长的宏观经济“背道而驰”。

诞生于 1991 年 7 月 15 日的上证综指，不仅是 A 股市场首
条指数，也因为汇聚了众多大盘蓝筹股，被视为表征中国经济发
展的“晴雨表”。目前 A 股市场总市值排名前 100 位的上市公
司中，超六成在其麾下。

不过，在 A 股市场规模不断扩容并步入全球资本市场第一
阵营的同时，曾经的“晴雨表”却陷入失真的尴尬。究其原因，宏
观经济结构发生了变迁，上市公司结构变化却未能同步。

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分析认为，近年来宏观经济
结构中金融及传统周期性行业的权重在弱化，上市公司结构中
传统行业占比明显高于其在 GDP 中的占比。网络经济、数字
经济、高技术经济等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越来越高，但阿里巴
巴、腾讯、华为等代表性企业均未在 A 股上市，高质量新兴企业
的缺失影响了指数的代表性。

此外，随着企业生命周期变化，上市公司群体盈利能力显著
分化，绩差股未能得到充分出清，拉低了上证综指点位。而在

IPO 发行市盈率“天花板”下，新股不约而同地呈现上市初期“连
板”、此后大幅回调的高波动性特征，也在一定程度上对指数运
行形成干扰。

截至 6 月末，沪市总市值和流通市值已分别达 37 . 2 万亿
元和 30 . 5 万亿元。作为这个庞大市场的“代言人”，上证综指
亟需来一次“大修”。

编制方案优化：“新”指数有哪些变化？

6 月 19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宣布，将于 7 月 22 日对上证综
指编制方案进行重大修订。那么，优化后的“新”指数将发生哪
些变化？

—— ST 、*ST 将“消失”。
基于资本市场风险警示制度，交易所对存在净利润连续两年

为负值、一定时间内累计成交量和面值低于规定标准、公司可能
被依法强制解散等情形的股票实施退市风险警示（*ST），对公司
生产经营受到严重影响且预计 3 个月内不能恢复正常生产、主要
银行账号被冻结等情形的股票实施其他风险警示（ST）。上证综
指编制方案调整后，指数样本中的 ST、*ST 股票将“消失”。

——新股纳入“慢慢来”。
根据修订后的编制方案，上证综指将把新股计入时间由目

前的“上市第 11 个交易日”调整为“上市 1 年后”。考虑到大市
值新股价格稳定所需时间总体短于小市值新股，上市以来日均
总市值排名沪市前 10 位的新股将在上市满 3 个月后计入。

——科创板上市证券“加盟”。
截至 6 月末，开市近一年的科创板已迎来 116 只新股登陆，

成为沪市重要组成部分。上交所相关负责人表示，科创板证券
计入可提高上证综指的市场代表性，科创型新兴产业上市公司
占比提升也可令上证综指更好反映沪市结构变化。

昔日“冷门”标的能否成为投资之“锚”？

无论是境内市场还是国际市场，都将上证综指视为 A 股
“标杆”。但在投资领域，它却是不折不扣的“冷门”标的。以公
募基金市场为例，目前仅有富国上证综指 ETF 和汇添富上证综
合指数基金跟踪这一重要指数。

在业界看来，上证综指地位和功能之间落差巨大的状况，有
望随着此次“大修”明显改观。

富国基金 ETF投资总监王乐乐表示，剔除*ST、ST令上证综
指得以“轻装上阵”，“更新换代”功能强化将对指数的长期投资价
值产生明显的提振作用。新股价格充分调整后计入指数，在带来
新“血液”的同时，也可较好规避“炒新”积累的风险。科创板上市
证券的进入，则可有效提升上证综指的成长性和可投资性。

上海尊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仇彦英则表示，在
资产配置理念日益盛行的背景下，透明和低成本的指数化投资
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相较行业指数、主题指数等窄基指数，

综合指数和宽基指数持仓更为分散，可降低行业风险及个股“黑
天鹅”事件的冲击。

“优化后的上证综指代表性更强、质量更高。‘打包’投资沪
市的价值凸显，令其成为指数化投资的优选标的。”仇彦英说。

这也意味着，经历“大修”之后的上证综指，有望从昔日“冷
门”变身为 A 股市场新的投资之“锚”。

上证综指迎“大修”，将成投资新“锚”？

活得好·活得久：共享经济助力复工复产
新华社上海 7 月 2 日

电（记者王默玲、何欣荣、吴
霞）线上生鲜、线下商超不断
丰富居民的“菜篮子”，那些
隐藏于上海繁华闹市中的小
菜场，也经历了一波“改头换
面”的升级潮。精细化的城市
治理让小菜场彻底告别了脏
乱差，但骨子里的平价与亲
民，也让市井中的烟火温情
始终留在了这里。

“菜场的核心还是一个
‘菜’字，老百姓需要的无非
就是方便与平价。”上海万有
集市中心菜场陆家嘴店店长
陈仲翼说。在寸土寸金、繁华
的浦东新区陆家嘴，令人难
以想到的是，买菜曾是困扰
着居民们的“老大难”问题。

“这里商圈繁华，商场不
少，但就是不太接地气。”住
在陆家嘴街道已经 20 多年
的华阿姨感叹道，“陆家嘴不
光有高档住宅，也有好多建
了几十年的老旧小区，虽然
这里精品超市、进口生鲜不
少，但过日子不可能不看菜
价，以前为了买便宜一点的
菜就得跑远路，来回最少花
一个小时，遇上家里突然来
客人或者是下雨天的时候，
就想着家门口有个平价点的
菜场就好了。”

于是，一个坐落在陆家
嘴的新型菜场——万有集市
应运而生了。不同于刻板印象中的传统菜场，一走进万
有集市，人们脑海中立刻蹦出了“小而美”这三个字。装
修有着精心设计的时尚感，夏季室内外的温差也让人
以为走进了开足冷气的商场，但每个摊位前讨价还价
的声音提醒着你，小菜场的“精华”还在。

“杀价的快乐是在生鲜商超里买菜所体会不到
的。”陈仲翼说，“量大给你便宜点，买菜附送一把小葱，
给关系好的老顾客提前留下最鲜嫩的一兜小菜，这些
在小菜场里随时都在发生。”

而在地处上海核心城区的黄浦区田子坊旁边，一
座由马路菜场发展而来的泰康菜场，在经历了 2018 年
的升级改造之后，竟“意外”成了游客口中的“网红菜
场”。“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泰康菜场经理胡定雷
说，“改造前的菜场一直用着老厂房改建的棚顶，外面
大雨，里面也是大雨，雨势急的时候棚顶裂缝处漏下的
雨水甚至跟瀑布一样，买菜的、卖菜的都穿着雨衣打着
伞。”

这次改造，胡定雷形容小菜场从“粗放”变得“细
腻”了不少。朴实但不乏田子坊文化气息的装修，让小
菜场显得清爽干净；以前豆腐摊旁边卖活鱼的杂乱场
面再难重现，小菜场按品类划分区域显得井井有条；摊
贩统一使用菜场的智能秤，后台连着数据库，既堵住了
缺斤少两，又时刻把控着菜价平稳；政府部门推进设立

“平价菜柜”，蔬菜基地直供带来的实惠为菜价降
温……

“我们的菜场不大，摊贩也只有 36 家。”胡定雷说，
“老人们走不远，也不太会用智能手机线上买菜，他们
对家门口的这个菜场有着很深的依赖。”

改造后的小菜场，从入门开始就是一个长坡道，没
有台阶的背后，是为了方便“坐着轮椅来买菜”的老人
们。“我们也常提醒推着轮椅送老人来买菜的子女：别
让老人挤着了。这些老人们腿脚利索的时候就有早起
来菜场买菜的习惯，几十年过去，哪怕是坐上了轮椅，
这个习惯也没改。”泰康菜场水产铺子的周老板说，“很
多顾客都是十几年的老交情，菜场环境变好了，他们一
天能来个五六趟，不是为了买菜，而是跟我们这些菜场
的老朋友聊聊天。”

“其实城市里的小菜场不单单是承担卖菜的任务。”
胡定雷说。在陆家嘴的万有集市，这里的二楼是社区邻
里中心，丰富的社区活动，让居民们相聚相会的同时，还
能“顺路”买菜。而在田子坊的泰康菜场，疫情之前甚至
成了外地旅行团的打卡地，人们“看腻了”上海的高楼大
厦，也想感受一把上海普通人生活的“柴米油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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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1 版）几年前，黑龙江省决定，对三江平原湿
地进行抢救性保护，其中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退耕还
湿，恢复湿地资源。

“刚开始退耕还湿时，湿地里面都是被村民们开发
出的零散田地，恢复起来非常困难。”刘玉江说。

在富锦国家湿地公园附近的民胜村，村民李长吉
就曾经在湿地开田种粮。“刚开始还不理解，让烂泥塘
产粮食不好吗？现在湿地公园开起来以后，许多村民有
了新工作，许多飞禽也都回来了，我才知道保护湿地的
好处！”

据统计，近年来黑龙江退耕还湿近 42 万亩，仅三
江平原退耕还湿就超过 28 万亩，东方白鹳、白鹭、白鹤
等陆续回到了人们的视线中。

在大兴安岭林区，森林抚育、补植补造、人工造林
已达 178 . 4 万公顷，全区有林地面积 709 万公顷，活
立木总蓄积 6 . 04 亿立方米。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貂熊
重现山林，野鸡、野鸭、雪兔、黑熊等屡见不鲜。

空气变清新：改善能源结构强化秸秆治理

一直以来，黑龙江省供电主要依赖煤炭，燃煤成为
大气环境中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煤尘和粉尘等污染物
的主要来源。

为改善能源结构，创造“天蓝水碧”的优良生态环
境，黑龙江充分发挥当地清洁能源储备丰富的有利条
件，大力发展风能等清洁能源，清洁能源发电量猛增。
黑龙江省 2019 年清洁能源发电量 145 . 4 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 22 . 7%。

生物质燃烧也是造成黑龙江省重污染天气增多的
原因之一。为此，黑龙江省在 2019 年发布“禁烧令”，确
保全域全时段全面禁烧秸秆，与此同时把提高秸秆综
合利用率作为打赢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秋冬季、春
播前，因焚烧秸秆造成空气污染的状况得到明显改善。
近几年黑龙江加大秸秆综合利用，仅去年省财政就

投入 43 亿元，重点围绕秸秆还田等方面制定 11 条具体
政策措施，并把以还田为主的肥料化利用作为秸秆处理
的主攻方向。截至 2019 年底，黑龙江省秸秆还田利用量
达到 5860 . 2万吨，全省秸秆综合利用率超过 80%。

据黑龙江省生态环境厅统计，去年全省空气质量
优良天数比率为 93 . 3%，同比提高 0 . 2 个百分点，
PM2 . 5 平均浓度稳定达标。

新华社哈尔滨 7 月 2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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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旅游

热起来

上图：7 月 1 日，游客在民俗村内的凉亭
里休息。

下图：6 月 30 日，游客在金达莱民俗村内
的民俗山庄里载歌载舞。

金达莱民俗村位于吉林省延边朝鲜族
自治州和龙市，具有丰富的朝鲜族文化特色
资源。近年来，金达莱民俗村依托自身优势
发展乡村旅游，为农村发展注入新活力，助
力乡村振兴。 新华社发（颜麟蕴摄）

据新华社北京 7 月 2 日电（记者张辛
欣）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从物料进场、贴
片焊接到包装运输均实现“无人看管”。在联
想合肥制造基地——联宝科技的厂房内，平
均不到 1 秒即可下线 1 台笔记本电脑，1 至
5 月累计出货量同比增长 32%。

武汉工厂及时复产，合肥、深圳等制造
基地产量明显提升……国际市场风起云涌，
联想何以逆势前行？

“经过这次疫情，风险控制会被越来越
多的企业所重视。联想供应链的特点就是注
重风险预警、控制体系的建设。”联想集团高
级副总裁、全球供应链负责人关伟说。

发现风险，是控制风险的第一步。关伟
告诉记者，联想武汉工厂及时启动预警，建
立起了防疫物资储备等相应流程。随着风险
等级的提高，进一步开启了库存的长周期
调配。

风险预警能够“一触即发”，数字化是关
键。在联想总部，工作人员为记者展示智能供
应链平台系统。在这个系统上，不仅可以看到
多个工厂的订单、生产线等实时情况，也能清
晰了解供应商的生产状态，做到自动匹配和
生产协同。

做制造，成在供应链，难也在供应链。管
理全球 30 多家工厂，核心供应商 2000 多
家，每年智能设备出货 1 亿台以上，联想的
供应链管理既有代表性，也有借鉴意义。

关伟告诉记者，从建设自有工厂、收购
国际制造基地到布局产业生态、实施数字化
升级，联想对供应链的建设与管理已 30 多
年。起初是为了降低成本，现在则多了安全
的考量。

数字时代，对供应链的管理也应更加智
能，算法要再强一点，数据要更加精准，范围
也要再广一些。“简而言之，就是我们数字化
了，还得让我们的供应商数字化。”联宝科技
CEO 柏鹏一语道出。

“今天的供应链不仅是工厂或生产环
节，还包括一个个数据。”关伟说，过去三年，
联想在供应链数字化转型领域累计投入 1
亿多美元。下一步，要继续深化供应链数字
化升级，与合作伙伴实现智能联动。

大企业发展离不开中小企业支撑，中小
企业发展同样需要大企业带动。投资建厂的同时引进合作伙伴；
制造基地附近布局“4 小时”产业圈；为中小企业建设信息化系
统……联想的很多做法似乎都超出寻常“做生意”的范围。

关伟说，联想的每一家工厂周边都有很多基础零部件中小企
业，几乎每一笔重要投资都会和产业合作伙伴商议。变“做生意”为
“交朋友”，制造网络将愈织愈密。“大企业能创造很多机会，有了
机会中小企业也会更好去投入。”在关伟看来，未来大企业将
更多扮演基础角色，包括工业基础、数字基础以及软件服务基
础等，在“赋能”的过程中扩大价值，实现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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