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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力布局
养老金融迎发展机遇

12月 16日，中信银行宣布与中国老龄协
会在京签署新一轮战略合作协议，其中一项
内容是：组织老年人养老金融需求调查。

这是金融机构加速挖掘养老金融业务增
长点的一个缩影。

如何满足不同阶段、不同人群的养老金
融需求？怎样拓宽银发经济融资渠道？近日
中国人民银行等九部门发布《关于金融支持
中国式养老事业 服务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指导意见》，从支持不同人群养老金融需求、
拓宽银发经济融资渠道、健全金融保障体系、
夯实金融服务基础、构建长效机制等五方面
提出16项重点举措。

“意见明确了养老金融发展的‘规划图’
和着力点。”西南财经大学中国保险发展研究
中心主任助理完颜瑞云说，近年来，老年群体
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带动银发经济快速发
展，也产生了较大的金融需求。作为“五篇大
文章”之一的养老金融，正逐渐成为金融机构
新的业务增长点。

工行组建养老金融部，明确推动养老金
融发展的行动方案；农行推出“农银养老”服
务品牌，组建银发客群专属服务团队；中行成
立养老金融中心，全面布局养老金金融、养老
个人金融、养老产业金融等领域；建行成立养
老金融领导小组，打造“住房租赁+养老”的特
色发展道路……面对养老金融这篇大文章，
越来越多金融机构着手布局，组建专门机构，
制定明确目标。

“我国养老金融已经进入重要的发展机
遇期。养老金融大发展正当其时，潜力巨大、
空间广阔。”平安养老险董事长甘为民说。

紧扣需求
金融支持养老产业方向更明确

在金融助力下，养老产业迎来更广阔的发
展空间，“夕阳事业”正快速崛起为“朝阳产业”。

在福建石狮，美佳爽（中国）有限公司新扩
建的成人纸尿裤生产线正有条不紊地运转
着。“有了充足的资金护航，我们对‘养老产业’

赛道更有信心了。”企业财务总监蔡方弟告诉
记者，去年建行为企业提供了固定资产贷款，
今年11月又发放了符合普惠养老专项再贷款
支持条件的流动资金贷款，有力支持企业拓展
老年人卫生用品市场。

建行石狮分行公司业务部总经理林大力
告诉记者，今年4月，普惠养老专项再贷款从五
省试点扩至全国，越来越多的老年产品制造企
业得到支持，还有很多公益型、普惠型的养老
服务机构也从中受益。对于符合要求的贷款，
中国人民银行可按贷款本金的100%予以低成
本资金支持，大大降低养老领域的融资成本。

有机构测算，我国银发经济规模在7万亿
元左右，到2035年有望达到30万亿元左右。
此次意见紧扣老年人的需求，金融支持银发
经济的方向得到进一步明确——

一些城里的老年人喜欢“下乡养老”，享
受田园乐趣。意见提出支持乡村旅居式养老
服务，从而让更多乡村接住“银发流量”。

一些老人腿脚不太灵活，需要对其生活
空间进行适老化改造。意见明确加大对老年

用品和服务供给、养老基础设施建设和适老
化改造、智能助老设备设计研发等信贷支持。

银发经济涉及面广、产业链长、业态多
元，多地加快布局银发经济产业园区。意见
鼓励金融机构为银发经济产业园区企业提供
融资融智服务……

除了信贷等间接融资，意见提出加大银
发经济直接融资支持力度，拓展多元化资金
来源渠道。兴业研究公司金融业研究部高级
研究员唐澄澄说，意见为金融机构在直接融
资以及间接融资领域支持养老产业发展提出
了更高要求，也为养老产业相关金融产品的
创新发展带来机遇。

补齐短板
构建养老金融发展长效机制
根据意见，到2028年，我国养老金融体系

基本建立。面对尚处于起步阶段的养老金融
市场，金融机构在产品研发创新、养老财务规
划、投顾能力等方面，仍有不少短板要补。

自12月15日起，个人养老金制度从36个先

行城市（地区）推开至全国。这意味着个人养老
金制度发展迈出重要一步，也使得金融机构加
紧推进个人养老金相关金融产品扩容工作。

“个人养老金在全国推开之后，金融机
构迎来政策机遇期。商业银行、基金公司、
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正发挥各自专长，创
新产品服务，满足客户个性化深层次需
求。”兴业银行上海分行零售金融部副总经
理孙黎斌说。

在构建养老金融发展长效机制方面，此
次意见提出一系列举措：运用普惠养老专项
再贷款引导金融机构扩大养老领域信贷投
放，加强对相关产品的监管，落实好养老金融
相关税收优惠政策等。

“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需要庞大的数据
基础，准确反映金融支持情况，监测养老金融
政策效果评估。”完颜瑞云说，目前相关部门
正建立养老金融工作落实机制，加强部门协
作与信息共享，有助于进一步解决银发经济
融资的痛点难点，加速推动养老金融各项政
策落地见效。 （新华社北京12月24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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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金融发展明确“规划图”助力银发经济
新华社记者任军吴雨桑彤

养老金融事关大家的养老“钱袋子”，是老有颐养的“硬支柱”。近日，九部门发文明确了养老金融发展的“规划图”，助力中
国式养老事业，服务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规划图”指明了哪些着力点？如何更好满足养老需求、守护夕阳红？

假事件、假故事、假人设
“直播骚扰女游客”“抱患病孩子送外

卖”……近期，多起虚假摆拍视频在网络上引
起广泛关注，相关案件已被公安机关查处。

记者调查发现，有些摆拍视频刻意制造
家庭和社会矛盾，通过假冲突、假事件，吸引
流量。

最近，一名千万粉丝网红被公安机关处
以行政拘留10日处罚。经查，该网红雇佣女
子充当“被骚扰的女游客”，在直播现场假装
偶遇，摆拍虚假、低俗视频。此前，“收费站
旁，两男子将一男子绑架上车”“一女子野外
直播遭两名男子控制剃光头发后下落不明”
等传播较为广泛的视频，也均被证实为相关
人员自导自演，虚假摆拍。

有些摆拍视频通过捏造假人设、编造假
故事“卖惨”，博取关注。

12月初，公安部网安局通报一起“假扮骑
手卖惨牟利”典型案件，网民“小松”假扮成独
自带娃的外卖骑手和女儿一起送外卖。“最后
一单结束了，我俩今天一共跑了43单……不
小心给孩子脸还磕到了，还疼不疼了姑娘告
诉爸爸。”

这条摆拍视频点赞量40多万，不少网友
在评论区表达关心。但实际上，“小松”并非
外卖骑手，也不是单亲爸爸。凭借百余条虚
假摆拍视频，“小松”积累了40多万粉丝。

冒充外卖骑手摆拍视频并非个例。记者从
美团获知，自去年以来，美团已通过诉讼、向公
安机关报案等方式处置数十起虚假摆拍案件。

还有的摆拍视频虚构悲惨身世和故事。

今年3月宣判的“凉山孟阳”“凉山阿泽”案件
中，相关人员通过打造“贫苦大山女孩”虚假
人设，编造辍学在家照顾弟妹等故事，摆拍

“卖惨”视频。
截至9月，全国公安机关网安部门已办理

网络谣言类案件2.7万余起，依法查处造谣传
谣网民 3.1 万余人，依法关停违法违规账号
19.9万余个。

造假多有团队运作
虚假摆拍视频屡禁不止，背后有利益驱

动的因素。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董晨宇指

出，无底线摆拍往往能迅速吸引公众注意，短
期内带来高点击率和流量，进而转化为广告
收入、商业合作等利益。一些网络博主将此
视为引流变现的捷径。

记者注意到，已查处的相关案件中，很多
博主采用的正是“摆拍炒作—吸引眼球—圈
粉涨粉—直播带货”这一套路。“凉山孟阳”先
在网络平台上发布虚假摆拍视频吸粉，粉丝
量突破 10 万后开始直播带货，非法牟利超
1000万元。“小松”等人也是在积累一定粉丝
量后，通过直播带货取得收益。

那么，虚假摆拍视频是怎样生产出来的？
广西钦州市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支队支

队长林举龙告诉记者，结合各地查处的案件
发现，虚假摆拍视频背后大多是团队化运作，
打造人设、编造剧本、拍摄制作等分工明确。

打造什么假人设，往往由流量决定。广西
今年9月份查处的假扮外卖员吸粉引流案件中，
当事人王某某“眼红”外卖骑手人设流量高，便

假扮骑手拍摄短视频，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摆
拍发布了71个虚假视频，播放量超1000万次。

“一些博主背后的团队或机构会帮助其
打造人设，很多是‘卖惨’、博同情，什么人设
火，就立什么人设。”林举龙说。

各类“抓马”剧本，可以购买或者按需定
制。记者在网购平台发现，不少店铺售卖情
感、励志、农村等类别的视频剧本，最便宜的1
万个剧本打包出售6.6元。有的店铺还可以
根据需求代写、定制，宣称“对标指定账号”。

一名网红经纪运作机构（MCN机构）运营
总监透露，机构通常有专门负责脚本和拍摄
的编剧、编导，哪些内容能引流，他们就写什
么。“有时候一个视频火了，你会看到网上出
现一堆相似的，很明显是摆拍。有的视频根
本不打‘虚构演绎’标识，就是想让人以为是
真的。”该运营总监说。

有“自媒体”博主表示，虚假摆拍视频的
成本并不高。以现在很火的外卖骑手视频为
例，想要“起号”的话，买套骑手衣服，拿现成
的剧本，手机拍摄就行。

加强全链条打击
“虚假摆拍视频屡屡发生，已成网络公

害。”钦州市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支队一大队
大队长李远卿说，虚假摆拍视频不仅传递错
误信息和观念，部分还涉嫌造谣传谣，严重扰
乱网络空间秩序和社会秩序。

今年以来，公安部继续组织全国公安机
关开展打击整治网络谣言专项行动，对“自媒
体”运营人员摆拍造谣等利用网络谣言吸粉
引流、非法牟利等行为进行整治。今年4月，

中央网信办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两个月的
“清朗·整治‘自媒体’无底线博流量”专项行
动，自导自演式造假是整治重点之一。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北京市电子商务
法治研究会副会长朱巍表示，虚假摆拍视频
已形成一条灰色产业链，建议相关部门形成
合力，加强上下游全链条打击，从严惩处相关

“自媒体”账号及其背后的MCN机构。
“有时候拍摄地和发布地不是一个地方，

异地监管存在滞后性，相关标准并不统一。”
林举龙说，各地公安、网信等部门可以加强信
息共享，联动执法，避免因属地执法限制而给
虚假摆拍违法行为留有生存空间。

根据中央网信办发布的《关于加强“自媒
体”管理的通知》，发布含有虚构情节、剧情演
绎的内容，网站平台应当要求其以显著方式
标记虚构或演绎标签。记者注意到，目前，多
个短视频平台已上线相关标识功能，但一些
视频在发布时并未严格遵守。

重庆大学新闻学院讲师张世超认为，平
台应通过升级技术手段等方式加强内容审核
和监测，对违规账号和MCN机构严格实行黑
名单制度和分级处罚。同时，可以进一步优
化算法推荐机制、加强平台人工运营把关，加
大对优质内容的人工筛选力度并赋予较高推
荐权重，推动流量分配更加合理。

“对‘自媒体’创作者需加强引导和培训，
提高其从业素养。”董晨宇说。

李远卿提醒，广大网民也需要提高辨别
能力，不盲目跟风、被虚假内容所误导，对
虚假摆拍视频说“不”，积极举报虚假不良
信息。 （新华社南宁12月24日电）

“家境贫寒的弟弟辍学卖苹果供哥哥上大学”“被亲生父母抛弃的农村女孩跟着养母艰难生活”“外地女摊主摆摊被本地人
欺负无法做生意”……你是否刷到过类似视频，并为之心酸、难过、气愤？然而，这些都是有“演员”、有“剧本”的虚假摆拍视频。

记者调查发现，网络平台上，虚假摆拍视频屡见不鲜，频频引发争议。一些“自媒体”账号通过制造假事件、捏造假人设来博
眼球、收割流量；造假视频的背后，往往有分工明确的运作团队。

虚假摆拍视频为何屡禁不止？
新华社记者李欢王楚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