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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品牌日标识
促进品牌强国建设

21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联
合中宣部等多家部委正式对外发
布了中国品牌日的标识。这一标
识整体为由篆书“品”字为核心的
三足圆鼎形中国印，既体现了品牌
的核心理念，又蕴含品质之意，同
时挖掘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象征
着中国品牌发展的国家意志。

经国务院批准，自2017年
起，每年 5 月 10 日为中国品牌
日。在当日于北京举行的发布会
上，国家发展改革委秘书长李朴
民表示，设计中国品牌日标识，有
利于树立中国品牌日形象，提高
中国品牌日认知度，彰显品牌发
展主题，传播品牌发展理念。

为了更好地推动品牌发展、
促进品牌强国建设，李朴民称，
今年还将于5月10日在上海展
览中心举办2018年中国品牌日
活动，包括首届中国自主品牌博
览会和中国品牌发展国际论坛。

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司巡
视员王东介绍，中国自主品牌博
览会将设置中央展区、地方展区
和品牌服务区等，展示我国品牌
发展历史、发展成就和发展前
景。中国品牌发展国际论坛拟
邀请近千名中外嘉宾，围绕“中
国品牌 世界共享”主题，就新时
代加快中国品牌发展等议题开
展对话交流，促进全方位合作共
赢。 据新华社电

供应链生态良性发展
供应链金融ABS也就是供

应链金融资产支持证券，是以
核心企业上下游交易为基础，
交易未来可以带来的现金流收
益为保证，通过在资本市场发
行债券来募集资金的一种项目
融资方式。2017年3月，央行、
工信部、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
联合印发《关于金融支持制造强
国建设的指导意见》，指出金融
部门应着力加强对制造业科技
创新和技术改造升级的金融支
持，积极拓宽技术密集型和中小
型制造业企业的多元化融资渠
道。同年10月，国务院办公厅
发布《关于积极推进供应链创新
与应用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
积极稳妥发展供应链金融的重
要任务，着力提高实体经济中各
类资源和要素的流转效率，促进
整个供应链生态良性发展。

小米公司供应链金融资产
支持证券100亿元储架发行获
批，成为国内首单支持新经济

企业供应链金融的资产支持证
券，首期拟发行规模5亿元。小
米公司自成立以来，专注于高
端智能手机、互联网电视以及
智能家居生态链建设，小米公
司上游供应商涵盖信息设备、
精密电子、生物识别等领域逾
200余家，部分为中国新经济制
造业细分行业的龙头企业。本
次资产支持证券分期完成发行
后，将为上述供应商提供新的
资金渠道和更灵活的资金来
源，不仅促进产业链中小企业
供应商的协同发展，也为新经
济制造业的科技研发和扩大生
产提供有力支持。

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
德邦蚂蚁供应链金融应收

账款资产支持证券，是蚂蚁金
服旗下全资子公司商融（上海）
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发起的，发
行20亿元，成为全国首单互联
网电商供应链资产支持证券，
被认为是互联网科技、供应链
与资产证券化有效结合，服务

中小微企业的有益尝试。
本次项目是商融保理依托

金融科技、大数据风控体系，对
天猫商城和阿里生态中入驻的
商户进行筛选和授信，并通过
受让上游供应商对合格商户的
应收账款进行资产证券化，为
商户和上游供应商融资。通过
供应链与互联网、物联网的深
度融合，高效率、低风险地解决
了上下游中小企业的融资问
题。此外，由于入驻商户数量
较多，该项目债务人较为分散，
不依赖单一核心企业信用，更
体现了资产证券化业务“资产
先行、风险分散”的特点。据了
解，截至2018年2月底，天猫商
城和阿里生态中开展保理业务
的商户已超过250家，上游中小
供应商数量更是接近1500家，
单笔业务金额多在0-50万元之
间，最高不超过500万元。项目
发行完成后，将为上述中小微
企业提供高效便捷的融资渠
道，不仅有效解决了中小微企
业的融资难问题，也进一步促

进供应链生态的良性协同。
而中信证券-滴滴资产支

持专项计划成为国内支持交通
出行领域的供应链金融资产支
持证券，专项计划依托于滴滴
平台的大数据风控和支付管理
能力，以业务链条中汽车租赁
公司向司机出租车辆所产生的
租赁债权为基础资产，由滴滴
平台代理租赁公司进行证券化
融资，并负责管理和转付出租
车的运营收入。

据悉，滴滴是提供一站式
综合移动交通出行平台的服务
商，司机端数量为2100万、乘客
端用户数4.5亿、客户还包括汽
车租赁公司和汽车经销商等，日
订单数超2500万。该项目通过
小额分散的租赁债权资产实现
信用支持，更体现了资产支持证
券强调资产信用和风险分散的
特点。项目完成发行后，将为业
务发展提供资金支持，不仅带动
企业生态链协同发展、解决中小
企业融资难问题，也为公众交通
出行注入新动力。

“零距离”投教
唤醒权益保护意识

打造“权益360”投教品牌、搭
建五位一体的权益投教平台……
针对市场投教的薄弱环节和投资
者的迫切需要，中证中小投资者
服务中心正积极探索投资者权益
教育新方式，帮助投资者了解自
身享有的法定权利，推动投资者
积极行权，依法维权，提高投资者
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进而增强
投资者对资本市场的信心。

投服中心调查数据显示，在
当前的资本市场上，仅有38%的
投资者学习过权益知识，60%的
投资者把缺乏权益知识作为主
要的行权维权障碍，95%的投资
者希望加强权益知识学习。

对此，投服中心负责人表
示，投服中心提出了“知权、行
权、维权”的投教理念，把投教工
作定位于为中小投资者提供差
异化、有针对性的投资者权益教
育服务上，帮助投资者实现从

“股民”向“股东”的转变，从“无
序维权”向“依法维权”转变，让
投资者认识到自己既是“证券投
资者”，又是“金融消费者”。

具体来看，在打造“权益
360”投教品牌上，投服中心通过

“线下”结合“线上”的方式，与投
资者零距离交流，并探索形成了
持股行权、纠纷调解、支持诉讼
等一整套创新机制，零距离为投
资者服务。 据新华社电

青年报记者 吴缵超

本报讯 专注生产扫地机器
人的科沃斯机器人股份有限公
司，赶上了近期火爆的“独角兽”
概念并成功上会通过，只是其市
场份额占比高的背后，显现出研
发投入的不足。

科沃斯机器人股份有限公
司在国内扫地机器人市场一路
领先。财务数据方面，科沃斯
2014年至2017年上半年营业总
收入分别为23.13亿元、26.94亿
元、32.76亿元、19.66亿元，同期
净利润为1.66亿元、1.76亿元、
1.61亿元、1.61亿元。尽管2016
年净利润出现小幅下滑，但2017
年上半年净利润出现迅猛增长，
已达到上一年度全年水平。

科沃斯引用的来自北京中
怡康时代市场研究有限公司的
数据显示，2016年科沃斯线上
线下市场销售份额占比在50%
左右，根据中怡康的监测数据，
自2014年-2016年度，其扫地
机器人产品在线上线下渠道的
市场份额始终处于国内市场占
有率第一的地位。

据国际机器人联盟数据显
示，2015年度全球服务机器人
销售额已达 68 亿美元，预计
2015年-2018年全球服务机器
人市场总规模约394亿美元，四
年年均复合增长率21.07%。科
沃斯认为，扫地机器人是目前家
务机器人中的主导品类，扫地机
器人成功选取了地面清洁的应
用场景，主要有吸尘、扫地、擦地

等功能，满足了地面清洁智能化
的用户需求，实现了较好的功能
体验。与其他类型家庭服务机
器人相比，扫地机器人具有生产
技术相对成熟、技术可实现性
强、需求量大等特点，目前在全
球范围内已进入大规模量产阶
段，极大地推动了家庭服务机器
人总销售额的迅速增长。

目前，国内扫地机器人品牌
众多，随着家庭服务机器人市场
容量的迅速增加，飞利浦、海尔、美
的、松下等国内外大型家电品牌
商也开始进入扫地机器人领域。
与此同时，国内市场还存在着数
量较多的中小型竞争对手，其产
品以中低端扫地机器人为主，清
扫系统大多模仿一线厂商；由于
在移动导航算法上受核心专利技

术的限制，清扫效果和智能程度
与一线的品牌存在较大差异。

尽管前景看好，不过对科沃
斯而言仍有软肋。科沃斯的研
发人员数量明显不足，占公司员
工总数不到 10%，只有 9.55%。
另外一方面，科沃斯在研发上的
投入也略显不足，招股书披露，
其2014年研发费用为6851万
元，2015年为8417万元，2016
年为9818万元，研发费用投入
在主营业务收入中占比只在3%
左右。而机器人产品的技术含
量及智能化程度还在不断提高，
对于技术研发人员的绝对数量
及专业水平的要求也将日益提
高，对此，科沃斯也承认存在技
术研发风险和关键技术人才不
足的风险。

市场份额虽高 研发投入略显不足

扫地机器人“独角兽”仍有软肋

新生产要素支撑的新经济正加速形成

供应链金融ABS迎来新“风口”
■关注

新经济领域的供应
链金融 ABS 迎来了新

“风口”，今年3月以来，
包括小米公司、蚂蚁金
服、滴滴等供应链金融
ABS均快速获批，业内
人士表示，当前，以知
识、技术、信息、数据等
新生产要素为支撑的新
经济正在加速形成，为
国家和社会发展赋予了
新的动能。

青年报记者 吴缵超

供应链金融ABS通过在资本市场发行债券来募集资金。 青年报资料图 记者 吴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