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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货币，盲人摸象
韩哲

上半年投资3259亿 国铁集团超额完成任务

工信部拟对商业短信发送立新规

数字货币即将呱呱坠地， 而我们还在盲人
摸象。

近日， 建行App上线了数字货币个人钱包，
虽然只有区区几个小时的“露脸”，但市场闻风
而动，巷议不绝。

今年以来，已经研究了6年的数字货币陡然
加速， 过去一个月几乎周周有动静， 处处有试
点。在这个事上，央行比老百姓急。

这是一个全世界都无章可循的货币实验。
数字货币，就是数字化的人民币现金，对标

的是M0。这个数字货币，不是去中心化的比特
币或Libra，就是主权货币和法定货币。它跟纸
币和硬币是一样的， 区别在介质不同而已。纸
币和硬币需要放在钱包里，数字货币需要放在
App里。

那么问题来了，数字货币的应用场景是什么？
虽然专家画了很多饼， 但其实没什么想象

力，都是根据已知的推论未知，在自己的认知内
“摸象”。关于数字货币能够促进人民币国际化、
能够缓解“货币超发”，像是在“务虚”。事实上，
人民币国际化最重要的是资本可兑换和自由流
通，数字货币不过是细枝末节的技术问题。

至于保障隐私、提高反洗钱水平，这些功能
并非颠覆性的，更多是“充话费送的”。

想来想去，大家总觉得数字货币和微信、支
付宝这样的第三方电子支付手段有所重合，二
者在场景应用上究竟是互补关系， 还是替代关
系，仍在踟蹰和嘀咕着。

蚂蚁集团就在招股说明书中提示了央行数
字货币可能带来的风险， 尽管尚难以评估对公
司业务、财务和经营的影响。

大家已经习惯了微信、 支付宝这样的第三
方电子支付， 它们能够满足生活中大部分的场
景需要。数字货币所谓的双离线支付，即只要
有电，哪怕断网，都可以支付，感觉是没什么用
处的屠龙术。 中国的移动互联网十分发达，没
有网络的场景实在很难想出来，即使有，也大概
率是个弱商业场景。

既然当前的微信、 支付宝能够解决大部分
应用场景，数字货币就不得不面临考问，它能为
老百姓带来什么？

至今，没有专家能给出清晰的答案。我们在
摸石头过河，或者说是盲人摸象，先上车，后买
票，先有这东西，再问有没有用。

绝大多数人，只能赚自己认知范围内的钱。
数字货币的应用场景在哪里， 主导者未必都能
讲得明白。支付宝刚出来的时候，也不是按照
计划发展成大象的， 而是充满了各种试错，以
及运气。5G比数字货币更具象， 但今年也没找
到突破性的商业场景。所以，数字货币的应用场
景，掐指算不出来。

说到底， 我们还是在法定货币和第三方电
子支付这样的概念框架里看待数字货币，想象
力始终有限，也许后浪比我们有办法。

盲人摸象，至少我们没有把自己封闭起来，
还是想摸出未知的边界。

不过华为研究专家周锡冰也在接

受采访时告诉北京商报记者：“商业电

话与商业性短消息不同，不容易识别，

虽然现在运营商拦截一部分，但是真正

的商业电话是普通电话号码，根本无法

拦截。”

“谢绝来电”

为有效实现商业性短信和电话的

管理，除了原有的用户通过12321网络

不良与垃圾信息举报受理中心投诉，

意见稿也从各个层面增设了几种防范

手段。

对于基础电信业务经营者，应当建

立预警监测、大数据研判等机制，通过

合同约定和技术手段等措施，防范未经

用户同意或者请求发送的商业性短信

息或拨打的商业性电话。

意见稿要求基础电信业务经营者、

移动通信转售业务经营者发现任何组

织或个人违反规定发送短信息或拨打

电话的，应当采取必要措施制止其行

为，可视情况限制向其提供新增通信资

源或暂停相关服务。相关记录应予以保

存并提供申诉途径，暂停相关服务前应

告知相关方。

“运营商在处理骚扰电话方面一直

在积极采取措施，但在治理骚扰电话这

方面，则会受到比较多的客观条件的限

制。运营商并不知道电话内容是什么，

只是根据在网时的行为来判定。比如一

个北京的号码，长时间漫游在海南，拨

出频繁，就极可能是骚扰诈骗电话。那

么这个号码具备这样的行为，就会被系

统判定涉嫌骚扰诈骗电话，给这个号码

的处罚就是停机，但这样也可能容易误

杀。”一位中国电信内部人士告诉北京

商报记者。

此外，意见稿表示工信部将组织

建立全国统一的“谢绝来电”平台。引

导相关组织或个人尊重用户意愿规范

拨打商业性电话。基础电信业务经营

者应依托“谢绝来电”平台提供“谢绝

来电”服务，采取便捷有效的方式登记

用户关于商业性电话的接收意愿，并

依据用户意愿和双方协议约定提供防

侵扰服务。

“这项内容出发点具备良好意愿，

但在实际执行中会存在诸多困难。”张

孝荣认为，比如由政府出面设置一个平

台，除了耗费巨大外，还可能面临两难：

一旦市场规范，该平台面临寿终正寝；

一旦平台撤销，则垃圾短信和电话死灰

复燃。

短信转型之困

“鉴于现在有的App已经具备了类

似功能，与其由政府牵头建设平台，不

如借助于市场机制，通过鼓励现有

App发展，进一步对‘商业性短信息和

商业性电话’进行规范。”张孝荣进一

步建议。

根据360在5月发布的《2020年第

一季度中国手机安全状况报告》，2020

年第一季度，360手机卫士共为全国用

户拦截各类垃圾短信约34.4亿条，垃圾

短信数量与2019年同期相比整体呈现

快速上升的趋势。垃圾短信的类型分布

中广告推销短信最多，占比为 92.2%；

其次为诈骗短信和违法短信。

移动短信从日常沟通发展至今，

已经成为身份验证、支付校验的重要

方式。2012年，国内用户共发送9000

亿条短信，创历史新高。但随着互联网

的普及，2013-2017年，国内短信业务

量持续下跌。转折出现在2018年。由

于服务登录和身份认证等应用的带

动，2018年全国移动短信业务量同比

增长14%。2019年，全国移动短信业

务量同比增长37.5%，回暖势头更加

明显。

企业用户已是运营商短信收入的

主要来源。越来越多的企业将短信用于

业务推广、广告宣传等营销目的，短信

业务更趋向于商业属性。

“在利益相关背景下，运营商会否

进一步摆脱自身惰性，影响用户接收到

商业电话和商业短信的执行有待观察。

作为垄断性行业，用户的选择权也有

限。”周锡冰直言，要想真正地解决此问

题，或许还需通过立法。用户可以集体

诉讼，获得巨额的侵害赔偿，倒逼运营

商主动打击用户接收到的商业电话和

商业短信。

业绩：净利亏损955亿元

根据国铁集团的财务决算，上半年，国铁集

团实现收入4039亿元，受疫情影响同比下降

1242亿元；净利润亏损955亿元，其中二季度净

利润亏损342亿元，较一季度减亏272亿元。

对此，国铁集团负责人表示，出现收入减

少、净利润亏损的主要原因是，铁路作为服务

行业，直接受到疫情冲击，今年上半年客运收

入同比减少995亿元，减幅52.7%；酒店、旅游、

餐饮等非运输收入同比减少133亿元。同时，

货运实施降费政策，货运收入同比减少37亿

元。“国铁集团是重资产企业，计提折旧属刚

性支出，承担负债的还本付息也是刚性支

出。”该负责人表示。

根据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

近日发布的《中国铁路建设债券2020年跟踪

评级报告》（以下简称《报告》），近年来，国铁

集团客货运量稳步增长，总收入呈逐年增长

趋势。从收入构成来看，国铁集团收入主要为

运输收入和其他收入，其中运输收入占公司

收入比重逐年增长，但毛利率受铁路客货运

价水平总体较低和铁路折旧影响，处于较低

水平，其中运输业务持续处于亏损状态。

从财务状况看，2017-2019年国铁集团

年运输收入增长率分别为17.11%、10.31%和

6.66%，虽然收入逐年增长，但增速逐年放缓。

2019年中国铁路实行减税降费决策，采取一

系列降费措施，使得货运收入增速低于货运

量增幅，并导致国铁集团运输业务收入增速

进一步下滑。

《报告》称，2016年以前，铁路客运量逐年

攀升，而铁路货运业务被陆运侵蚀较大，使得

国铁集团客运收入占比逐年增长。而2017年

以来，交通部公路治超等新政以及国家鼓励

调整运输结构、增加铁路运量的政策对铁路

货运带来重大利好，铁路货运收入近年实现

持续增长，收入占比维持在45%左右。

据了解，国铁集团实施增货补客举措。国

家铁路货运发送量实现逆势增长，完成16.94

亿吨，同比增长3.6%。近期，国铁集团旅客发

送量也已逐月回升，完成发送8.06亿人，同比

下降53.5%。在此期间推出了城际铁路票价优

惠措施。6月日均旅客发送量545万人，较最低

谷的2月份日均增长422万人。二季度客货运

输收入逐月回升，其中4-6月环比增加额分别

为5亿元、80亿元、21亿元。

固投：同比增加39亿元

在固定投资方面，上半年全国铁路固定

资产投资完成3259亿元，同比增加39亿元，超

额完成投资任务。

铁路建设优质推进是上半年固投的重

点。据介绍，上半年国铁集团投产新线1310公

里，其中高铁733公里，世界首座主跨为千米

级的沪苏通长江公铁大桥建成通车，一批新

线投入运营。

“受疫情影响，一季度铁路投资仅完成

799亿元，同比下降21%。二季度，国铁集团调

增了铁路投资计划，加大了在建工程组织实

施力度，完成投资2459亿元，同比增长

11.4%。”国铁集团建设部负责人此前介绍。

“近几年基本都是每年8000亿左右的铁

路固投，总额没有太大的变化。主要的变化就

是高铁占固投的比例有所提高。”交通部管理

干部学院教授张柱庭在接受采访时告诉北京

商报记者。

高铁所占投资比例提高在近期的文件中

也有迹可循。国铁集团于8月13日发布的《新

时代交通强国铁路先行规划纲要》明确，15年

后，全国将形成1、2、3小时高铁出行圈，全国

1、2、3天快货物流圈也将全面形成。全国铁路

网20万公里左右，其中高铁7万公里左右。20

万人口以上城市实现铁路覆盖，50万人口以

上城市高铁通达。

在新基建背景下，从各地政府发布的

2020年重点投资项目来看，城际高速铁路和

城际轨道交通也是其主要部分。中泰证券研

究所预计，在当前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

背景下，城轨基建投资作为稳经济的利器之

一，预计2019/2020年轨交行业投资保持

15%、20%的增长，2020-2025年轨道交通投

资保持年均15%的增速增长。新基建项目也

将吸引更多民间投资的进入。

国铁集团负责人称，国铁集团将逐项落

实开通时间节点和责任分工等工作，实现商

合杭高铁合肥至湖州段、上海至苏州至南通

的沪苏通铁路、喀左至赤峰高铁等铁路新线

按期开通运营。计划今年下半年开通的银川

至西安高铁、北京至雄安新区城际铁路河北

段、合肥至安庆高铁、淮安至镇江铁路等一批

重点项目正有序推进，将按期开通。预计今年

开通铁路新线4400公里左右，其中高铁2300

公里左右。

造血：债券股票多元筹资

“按中国国家铁路集团公布的数字，截至

2020年7月底我国的铁路营运总里程14.14万

公里，高铁里程3.6万公里，对比目标15年内要

提升一倍，对于资金保障提出了很高的挑

战。”中银香港金融研究院经济学家丁孟告诉

北京商报记者。

在疫情背景下，业绩亏损，却超额完成固定

资产投资任务，国铁集团如何保障资金来源？

北京商报记者发现，国铁集团的铁路建

设资金来源，目前主要包括中央预算内投资、

铁路建设基金、地方政府及企业出资、铁路建

设债券、银行贷款和中国铁路自有资金等。

今年5月，国家发改委发文同意国铁集团

发行中国铁路建设债券2100亿元，其中700亿

元用于铁路建设项目，1400亿元用于债务结

构调整。这给国铁集团筹措资金提供了支撑。

除此之外，国铁集团也在探索土地开发、

资产上市等增强自身造血能力的路径。值得

一提的是，8月31日，国铁集团下属铁科院集

团公司控股的北京铁科首钢轨道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铁科轨道公司”）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科创板挂牌上市。作为国铁科创板

第一股，这将推动市场化债转股工作，有效防

范债务风险。

“国铁集团资产负债主要是加快铁路建

设、保持较大规模固定资产投入等原因形成

的，这与维持简单再生产的经营性负债有着

本质的不同，其对应的是优质资产。”国铁集

团负责人表示，国铁集团通过发行债券、银行

借款等多种方式筹措资金，不断降低筹资成

本，债务结构合理，总体处于可控水平。

截至2019年末，国铁集团总资产8.31万

亿元，同比增长3.91%，其长期债务占比达

98.53%。中诚信国际发布的报告认为，随着铁

路投融资改革逐步推进，铁路建设市场针对

新建铁路实行分类投资建设，向地方政府和

社会资本放开城际铁路、市域（郊）铁路、资源

开发性铁路和支线铁路的所有权和经营权，

铁路投资主体更趋多元化和市场化，在一定

程度上缓解了国铁集团的投融资压力。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王晨婷

（上接1版）

上半年国铁集团投产新线

1310公里， 其中高铁
733公里。

8月31日，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铁集团”）披露2020年上半年财务决算。上半年，国铁集团实

现收入4039亿元，受疫情影响同比下降1242亿元，净利润亏损955亿元。尽管业绩亏损，但国铁集团上半年全国铁路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3259亿元，同比增加39亿元，超额完成投资任务。高额的投资或在资金来源上产生一定压力，国铁

集团是如何造血的？除了预算内投资、发布专项债券之外，国铁集团近年来也在探索土地开发、资产上市等路径。

国铁集团下一步计划：

实现商合杭高铁合肥至湖州
段、 上海至苏州至南通的沪苏
通铁路、 喀左至赤峰高铁等铁
路新线按期开通运营。

计划今年下半年开通的银川至西安高
铁、 北京至雄安新区城际铁路河北段、
合肥至安庆高铁、淮安至镇江铁路等一
批重点项目正有序推进，将按期开通。

预计今年开通铁路新线

4400公里左右，其中高铁

2300公里左右。

3259亿元 国铁集团上半年全国
铁路固定资产投资完
成3259亿元， 同比增
加39亿元， 超额完成
投资任务。

铁路建设优质推
进是上半年固投
的重点。

1

2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