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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保险是百姓“老有所养”的基础
和保证。为增强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可
持续性，我国自 2017年起启动了划转部
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的改革。目前，
全国划转工作已基本完成。

划转的“真金白银”如何运作好、管理
好？近日，经国务院同意，财政部、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部、国务院国资委三部门联合
印发了《划转充实社保基金国有股权及现
金收益运作管理暂行办法》，对划转完成
后的国有资本及现金收益运作管理作出
规范。

规范划转国有资本运作管
理促进股权及收益安全

2017年，国务院印发了《划转部分国
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实施方案》，启动了
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改革。
根据方案，划转中央和地方国有及国有控
股大中型企业、金融机构10%国有股权至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和地方相关承
接主体。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财政研
究室主任何代欣表示，全面推开划转工作
是任务的“上半场”。在划转工作完成后，
如何管好、用好资金，进一步做大“蛋糕”
是关键。

据介绍，划转后的国有股权由承接主
体集中持有、管理和运营；承接主体持有的
股权分红和运作收益，由同级财政部门统

筹考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需要和国有
资本收益状况，适时实施收缴，专项用于弥
补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缺口。

“目前，全国划转工作已基本完成，多
数承接主体接收的划转国有股权禁售期
已过，开始收取划转股权现金分红且规模
逐年增加，需要通过运作管理进一步获取
收益。”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说。

为进一步规范划转充实社保基金国
有股权及现金收益的运作管理，三部门此
次制定出台了办法。

“办法的出台有利于规范划转的国有
资本运作管理，促进划转的国有股权及现
金收益安全，同时也为承接主体开展国有
股权和现金收益运作管理提供依据。”这
位负责人说。

严格审批国有股权运作管
理 规范并拓宽现金收益投资
范围

办法对国有股权及现金收益运作管
理作出多项规定，提出具体要求。

围绕国有股权运作管理，办法规定，
承接主体持有的国有股权的运作管理，应
当符合现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严格遵循
相关规定。

“其中，中央层面国有股权的转让，须
经履行出资人职责机构同意；地方层面国
有股权的转让程序，须经履行出资人职责
机构同意并报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后施

行。”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说，涉及转让国有
金融机构股权的，还须符合党中央、国务
院国有金融资本管理相关要求，并履行相
关审批程序。

围绕现金收益，办法规定，现金收益
限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投资，各承接
主体是现金收益投资运营的主体。其中，
中央层面现金收益由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理事会进行投资运营。

“考虑到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投
资运营经验较为丰富、投资业绩良好，为
发挥投资规模效益，办法规定，地方层面
将不低于上年底累计现金收益的50%，委
托给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进行投资
运营，剩余部分由地方各承接主体在限定
范围内进行投资运营。”这位负责人说。

根据办法，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管理的现金收益投资范围涵盖存款和利
率类、信用固收类、股票类、股权类产品。

“此次出台的办法对每类产品的投资
比例作出了规定，并拓宽了现金收益的投
资范围，有利于实现现金收益保值增值。”
何代欣说。

据介绍，办法实施过程中，财政部还将
会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根据现金收益投
资运营情况及运作管理需要，适时报请国
务院对投资范围和投资比例进行调整。

多措并举加强对划转国有
资本运作管理的监管

业内人士表示，按照10%的比例划转
股权，再考虑到划转对象为大中型企业和
金融机构，划转的国有资本规模可达到万
亿元级别。对于这些“真金白银”的运作
管理，必须加强监管。

“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省
级财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依法分别
对承接主体、托管机构、投资管理机构的
国有股权及现金收益运作管理情况实施
监管，对承接主体发生违反办法规定的行
为予以纠正。”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说。

与此同时，国有资产和金融监管部门
按照各自职责，对承接主体、托管机构、投
资管理机构开展国有股权运作管理及现
金收益投资运营活动实施监管。

此外，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发现托管机构、投资管理机构存在违反法
律制度及办法规定行为的，可责令全国社
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暂停或者终止其托管、
投资管理职责。

办法还明确建立报告制度——每年6
月底前，各承接主体向同级财政、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部门报告上一年度国有股权
及现金收益运作情况。

“社保基金运行关系到每个人的切身
利益。此次出台的办法在规范运作管理、
加强监督管理等多方面明确举措，着力将
划转后的国有资本管好用好，为促进建立
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养老保险制度提供
保障。”何代欣说。

22 日 ，中 国 互 联 网 络 信 息 中 心
（CNNIC）在京发布第53次《中国互联网络
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报告显示，截至
2023年 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 10.92亿
人，互联网普及率达77.5%；网络基础设施
建设持续加强，新型消费持续壮大，网络
惠民走深走实，更多人共享互联网发展成
果……

数据背后，我国 10.92亿网民拥有哪
些数字新生活？互联网如何激发经济社
会向“新”力？

新型消费潜力迸发
报告指出，2023年，我国互联网应用

持续发展，新型消费潜力迸发，数字经济
持续发展，助推我国经济回升向好。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副主任张晓
说，2023年，数字消费实现高质量发展。
网络购物、电商直播等线上消费类应用依
然延续了增长势头，用户规模均较 2022
年增长超 6000万人。全年网上零售额达
15.4万亿元，同比增长 11%，连续 11年稳
居全球第一。

网购消费增势良好的同时，新消费增
长点也在不断涌现。

报告称，以沉浸式旅游、文化旅游等
为特点的文娱旅游正成为各地积极培育
的消费增长点。截至 2023年 12月，在线
旅行预订的用户规模达5.09亿人，较2022
年12月增长8629万人，增长率为20.4%。

同时，国货“潮品”消费、绿色消费、智
能产品消费等新消费增长点不断形成。
中国国际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电商首席专
家李鸣涛说，据统计，在网上购买过国货商
品的用户，占网络购物总体用户的比例达
58.3%；在网上购买过绿色产品的用户，占
网络购物总体用户的比例达 29.7%；购买
过智能家电、可穿戴设备等智能产品的用
户，占网络购物总体用户的比例达21.8%。

专家表示，不断涌现的网络消费新业
态新模式新热点，正在成为我国消费升级
的一种趋势潮流。

数字鸿沟持续弥合
“截至2023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

10.92亿人，较 2022年 12月增长 2480万

人。农村网民规模达 3.26亿人，较 2022
年12月增长1788万人。”中国互联网络信
息中心主任、党委书记刘郁林说，我国持
续加快信息化服务普及，缩小数字鸿沟，
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让更多人
共享互联网发展成果。

一方面，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推
进，城乡上网差距进一步缩小。报告称，
我国农村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纵深推进，各
类应用场景不断丰富，推动农村互联网普
及率稳步增长。截至 2023年 12月，城乡
互联网普及率差异为16.8%，较2022年12
月缩小4.4个百分点。

另一方面，数字技术的发展也使得公
共服务更加便捷包容。

报告指出，2023年，我国网约车、互联
网医疗用户规模增长明显，较 2022年 12
月分别增长9057万人、5139万人，增长率
分别为 20.7%、14.2%，智慧出行、智慧医
疗等持续发展让网民数字生活更幸福。

“我国在线政务服务加速覆盖，在线
政务服务用户规模达9.73亿人，同比增长
超 4700万人。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

基本建成，数字政府顶层设计更加完善，
体系框架更加成熟完备。”刘郁林说。

网络视频优质内容供给丰富
在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副秘

书长周结看来，网络视频行业是 2023年
中国互联网行业发展的一大亮点。

报告显示，截至2023年12月，我国网
络视频用户规模达 10.67亿人，较 2022年
12月增长3613万人。

“新入网的 2480万网民中，37.8%的
人第一次上网时使用的是网络视频应用，
较排名第二的即时通信高出 21.7个百分
点。”周结认为，作为对新网民最具吸引力
的互联网应用，我国网络视频发展环境持
续优化，内容供给不断丰富，推动行业发
展迈上新台阶。

“过去一年，以微短剧为代表的网络
视频内容蓬勃发展，实现‘量增质升’。”中
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互联网发展研究部
主任王常青说，网络视频平台也纷纷推出
精品扶持计划，鼓励高质量微短剧创作，
多部优质微短剧得到观众的认可。

互联网如何激发经济社会向“新”力？
——透视第5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王思北 林珑

充实社保基金国有资本划转完成后，“真金白银”运作管理如何规范？
新华社记者 申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