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28日，C919大型客机从上海虹桥机场飞
至北京首都机场，圆满完成首次商业飞行。这
一历史性事件对中国航空工业和整体经济发展
具有重大意义，将形成深远影响。

第一，这是中国航空工业自主创新的重要
成果。

C919大型客机是我国按照国际通行适航标
准研制、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全球新一代
单通道干线客机。其投入商用，标志着我国在
大型客机领域实现了从跟跑到并跑的历史性
跨越。

该大型客机于2007年立项，2017年首飞，
2022年9月29日取得中国民航局型号合格证（TC
证），同年11月29日取得中国民航局生产许可证
（PC证）。C919大型客机在结构系统、发动机系
统和航电系统等方面都采用了先进的技术和材
料，其性能、安全性、经济性和环保性均达国际
先进水平。历经16载，C919大型客机的研制成
功并投入商用，展示了中国航空工业的创新能
力和技术实力，增强了中国在国际航空市场的
竞争力，提升了中国在全球航空产业链中的地
位和话语权。

第二，这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大
成就。

C919大型客机作为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
重点项目，涉及材料、电子、软件等众多全球竞
争性领域，其研发和生产推动了高端装备制造、

机械加工、电子信息等产业进步，也带动了技术
创新和人才培养。在项目研制过程中，建立了
一个包含24000余项依据性标准文件的民机标
准文件体系，形成了近40项国家标准、400余项
航空行业标准和20余项国外权威协会标准，有
力支撑了商用飞机产品研制和系列化发展。

C919大型客机将满足我国日益增长的民航
需求，降低对外国大飞机的依赖，提高民航运输
的自主可控性和安全性，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
服务。同时，其也为全球航空市场提供更多选
择，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做出新贡献。

第三，这将增强人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自信和意志。

C919大型客机投入商用，将进一步增强人
们对“中国制造”的信心，进一步增强科技自立
自强的信念，从而满怀信心投身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进程。
C919大型客机投入商用，实现常态化飞行，

让更多旅客坐上中国制造的大飞机出行，感受
到中国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力，感受到中国人民
友好、开放和合作的精神气质。大飞机产业发
展的背后，是中国制造业、科技研发、人才储备
等各方面的重大进步，是中国坚持开放合作、更
好统筹内外资源内外市场的积极努力，是中国
综合国力和制度优势的体现。高质量发展的中
国将为世界繁荣稳定提供更多稳定性和新
动力。

第四，这将给我国资本市场改革和发展带
来新机遇。

我国大飞机产业吸引了众多优质企业和机
构投资者参与。正是在多方面资金的支持下，
C919大型客机得以实现从研发到生产、从试飞
到交付、从运营到服务的全链条协同和高效运
作。这其中，资本市场的作用功不可没。接下
来，资本市场在支持大飞机等高端装备制造业
发展过程中，应进一步加强产业协同、价值发
掘、金融工具创新，为产业大发展服务，也为投
资者创造更多机会。

国产大飞机成功商用的四大启示
■ 赵子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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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有房产中介声称买房可以做
到“负首付”，例如房产价格是520万元，
买家却可以贷款570万元，相当于额外拿
到50万元“装修款”，而且无需首付。

看上去，这番操作可以减少买房者
的资金压力，还有“装修款”拿，好处多
多。其实不然，其背后是业内俗称的“高
评高贷”。“高评”就是抬高房子的评估
值，“高贷”就是贷款额高于房子的真实
交易价格。为实现这一目的，就要搞“阴
阳合同”。

然而，“高评高贷”操作隐藏着多
重风险。对购房者而言，“负首付”并
不是真的无需支付首付，而是通过“神
操作”转移了首付环节而已，因为借来
的每一分钱都是要还的。购房者因没
有首付实力，于是抬高杠杆购房，不仅
面临高额还贷压力，还加大了断贷违
约风险。

如果“神操作”被揭穿，银行拒绝放
贷，购房者不得不全额付款，还将面临
高额违约金的赔偿。即便贷款人侥幸
通过了银行审核，在银行后期自查时也
极有可能被发现，进而被收回贷款。并
且，因为“神操作”本质上属于“骗贷”，
一旦暴露，贷款人就会被列入银行黑
名单。

对银行而言，“高评高贷”的风险也
很大。一方面，如果购房者断贷，拍卖其
房产将导致银行资产缩水和减值。另一
方面，所谓的“负首付”操作，本质是从别
处挪用资金顶账，一是中介机构或者开
发商为贷款人垫资，二是贷款人通过消
费贷、经营贷、小额贷款公司、贷款中介
等筹措资金。这些操作都会带来新的借
款风险，最终反噬银行。

当下，房地产市场仍有待恢复，一些
开发商或中介使出浑身解数卖房，于是

出现了名为“负首付
买房”，实为“高评高
贷”的违法操作。

自2021年下半
年以来，降低首付、
提高公积金贷款额
度、降低贷款利率等
新政接踵而至。近
日，多地宣布允许用
公 积 金 支 付 首 付
款。这些举措都是
为了满足刚性需求
和改善性需求，适度
活跃市场，决不意味
着可以给“骗贷”放
水。银行要提升对
房产评估的敏感度，
防止骗贷。

开发商或中介机构要有底线，莫以
违法的“负首付”模式签署“阴阳合同”。
任何促成购房消费的行为，都不可用营
销话术诱使买家“入瓮”，利用“负首付”
鼓动消费者“入局”。

打击“神操作”有依据。2016年由住
建部等部门发布的《关于加强房地产中
介管理促进行业健康发展的意见》提出，
中介机构不得提供或与其他机构合作提
供首付贷等违法违规的金融产品和
服务。

针对此次“负首付”风波，5月21日，
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住建局印发通知，
将在全区范围严查首付贷、返首付、零首
付，以及发布虚假违法房地产广告、捏造
散布不实信息等违规销售行为。监管部
门快速反应，值得肯定。

对买房人来说，务必擦亮眼睛，看清
楚“负首付”背后的风险，不要看到短期

“划算”，就一头扎进“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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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孙燕姿”一夜间走红。在某视频平台，这
位虚拟歌手翻唱的《发如雪》累计播放超221万
次。如果不是明确标注，连歌迷都很难分清“真
假孙燕姿”。一系列连锁反应正在发生：在各大
视频平台，明星AI翻唱的教学视频遍地开花，复
制明星声音、肖像的门槛被进一步拉低。

“真假孙燕姿”让现实世界和AI世界的边界
越来越模糊，知识产权和市场监管问题也接踵
而至。

首先是防侵权。据不完全统计，“AI孙燕
姿”已经翻唱了超过1000首作品，这一数量远
超出孙燕姿本人作品的总和。一方面，“AI孙
燕姿”涉嫌侵犯现实孙燕姿的权益。有律师指
出，在《民法典》里，对声音的保护是参照肖像
权保护进行的，而对肖像权保护有明确的规定
——那就是不允许进行伪造；另一方面，涉及著
作权的问题，翻唱作品中包含大量未经授权的
歌曲，超出了法律中“合理使用”的范畴。

如何界定侵权以及如何惩罚侵权，有待监
管部门和行业专家加强调研，提出有效方法。

其次是防诈骗。近期，内蒙古包头市公安

局侦破了一起使用AI智能技术进行诈骗的案
件，受害者认不清对方是AI脸还是真人脸，居然
10分钟被骗走430万元。网友纷纷支招视频通
话时“怎么证明我是我”，也成为一时奇谈。

如何在不打击新技术发展的前提下严格监
管，成为当下社会面临的问题。

笔者认为，对待AI生成的内容，不管是模仿
生成的，还是完全新创作的，都应该压实生产发
布者、平台管理者的责任，完善监管措施。

一是，凡是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生产制作
的产品，都应向公众公开声明，进行明确标注。
参考《广告法》中“广告应当具有可识别性，能够
使消费者辨明其为广告”的要求，AI生成的内
容，包括图片、文字、视频、音频等，都应明确标
注“AI生成”，不标注即为违法。

同时，进一步强化平台审核责任和管理责
任，明确处罚措施，实行日常监督检查，接受公
众举报，对违规的发布者、平台予以惩戒。

二是，提高AI内容发布的门槛，发布者必须
提供真实身份信息，对于可能存在的“异地登
陆”“大额转账”等风险行为，设置警示提醒机

制，触发警戒时平台可以自动切断服务。同时，
应建立用户投诉接收处理机制，全方位杜绝滥
用AI技术的行为。

三是，严格规范企业对用户个人信息的保
护，出台加密算法标准，对使用后的信息存储和
销毁程序进行监管，织密织牢安全防护网。防
止盗用他人个人信息用于AI产品生产。

诱进以仁义，束缚以刑罚。AI正在飞速进
化，我们要迎风而上，用好新工具，使其为经济
社会发展服务。同时，要从技术、法律、伦理等
方面立好规矩，与时俱进完善监管。

4月11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的《生
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简
称《管理办法》）明确提出“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
生成的内容应当真实准确，采取措施防止生成虚
假信息”。这为加强AI生成内容管理提供了基本
遵循，希望相关措施进一步细化，并加快出台。

给“AI孙燕姿”设三道监管门槛
■ 谢若琳

近日，长城汽车与比亚迪因为油箱标准
“刚”上了。前者公开举报后者的两款车型使
用常压油箱，涉嫌整车蒸发污染物排放不达
标。比亚迪回应称，长城汽车送去测试的车
辆不符合国标要求的送检状态，所以检测报
告无效。

表面看，这是一场关于油箱是非的互怼，而
实际上是关于技术和标准的争论。

在技术层面，长城汽车认为，比亚迪并没有
在热卖的秦和宋插混车型上配置高压油箱，其
整车蒸发排放水平会违反国六相关要求。假设
这一举报属实，比亚迪这两款热销车型将存在
召回可能，比亚迪将面临巨额损失。

但根据比亚迪提交的一份发明专利申请文
件显示，其专利系统能够将高温挥发后的燃油
蒸汽冷却为液态，最终掉落回油箱内，所以，相
关型号的车辆无须使用高压油箱。

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从而跑出高质
量发展“加速度”，这是我国电动汽车能走到世
界之巅的成功密码。如果比亚迪的常压油箱
油气排放控制技术创新属实，则会成为我国电
动汽车以技术创新降低零部件成本的典型案
例。相当于，长城汽车的举报在赌一个技术攻
关结果。

在正常使用过程中，混动车型的油电平衡
状态、燃油在油箱内存放时间的临界点，以及对
周围空气造成的影响程度等，都不是一个能够
简单量化的标准。所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长
城汽车与比亚迪之争，可以倒逼我国电动汽车
标准进一步升级。

两家龙头企业在同一赛道的战绩有目共
睹，并且留下过一段互相转让商标的佳话。
2021年，比亚迪曾将申请注册的“魏”商标转让
给长城汽车，魏牌（WEY）定位为长城汽车旗下

豪华SUV品牌；2022年，长城汽车将注册的“登
陆舰”商标转让给比亚迪。

笔者认为，我国电动汽车企业不怕正常的
竞争，怕的是因恶性竞争拖垮产业发展步伐，
更怕企业之间相互隐瞒无底线降低行业标
准。作为监管方，一方面，要加强达标抽查，督
促企业坚守底线，建立良性竞争生态；另一方
面，要加快完善行业标准体系，理顺生态链发
展环境。

长城汽车和比亚迪在技术和标准方面的竞
争会长期存在，相互监督、同向发展是大方向。
此番颇有“火药味”的沟通，注定会以技术创新
及标准升级来结束。

长城汽车和比亚迪争的是什么？
■ 赵学毅

近一个月来，A股市场回落调整，不少投资
者感到无所适从。但资本市场并非没有亮点，
比如权益类ETF就成为“吸睛”又“吸金”的投资
标的。

据Wind数据，截至5月28日，ETF份额达到
1.66万亿份，比年初增加2101.27亿份，涨幅为
14.53%；总规模达到1.69万亿元，为历史新高，
增加699.34亿元，涨幅为4.32%。除了ETF总量
变化之外，上周股票ETF实现资金净流入近160
亿元也是一个亮点。

ETF规模逆市增长，且股市回落也没有影
响到资金继续流入，为什么？笔者认为，这与
ETF的投资者结构变化有一定关系。在2021年

之前，股票ETF中机构投资者占绝对优势。
2021年这一状况被打破，个人投资者占比达到
54.52%，2022年为50.85%。今年新成立的股票
ETF中个人投资者占比超过80%。“散户化”已经
成为股票ETF的重要特征之一。

统计显示，近年来A股市场机构投资者持
股和交易占比稳步上升，个人投资者交易占比
逐步下降到60%左右。显然，有一部分个人投
资者把钱转移到了ETF上。笔者认为，出现这
种变化，有两个原因：

一是基金公司提供的产品适应了投资者
需要。

ETF的特点是组合投资，在股票热点轮
动快、股价波动大的情况下，投资者参与组
合投资胜算更大，风险更小。去年4月份，中
国证监会发布《关于加快推进公募基金行业
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要求切实提高公募基

金“服务居民财富管理需求”，提出“大力推
进权益类基金发展，支持成熟指数型产品做
大做强，加快推动ETF产品创新发展，不断提
高权益类基金占比”。一年多来，围绕高质
量发展这一主线，公募基金行业做出了许多
改进，且取得了一些成效。个人投资者“涌
入”股票ETF，说明这一投资渠道受到了普遍
认可。

二是个人投资者对权益类ETF的认知日益
加深。

随着A股市场化程度进一步提升，机构博
弈的特征越来越明显，散户“虎口夺食”的难度
越来越大，于是将注意力转移到了兼具股票和
基金特点的权益类ETF身上。

分散投资风险、操作相对简单、交易成本低
是权益类ETF产品的共有优势，而其中宽基
ETF具有覆盖行业广的优势，可以为个人投资
者提供比较均衡的投资机会，而行业主题ETF
的大量涌现，则为个人投资者提供了更具个性
的投资标的。投资权益类ETF可以部分降低市
场风险，与个人投资者“一拍即合”。

ETF“散户化”是一件好事，但好事更要做
好。需要注意的是，更多个人投资者参与ETF，
带来了增量资金，活跃了市场，但“追涨杀跌”行
为也有所增加。这也提醒各方，投资者教育工
作丝毫不能放松。

ETF“散户化”是啥风向？
■ 阎 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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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买房人来说，务必擦亮眼
睛，看清楚“负首付”背后的风
险，不要看到短期“划算”，就一
头扎进“陷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