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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芗逸

6月4日，财政部发布《2025年度中央财政支
持实施城市更新行动评选结果公示》（以下简称

《公示》），对2025年度中央财政支持实施城市更
新行动评选结果进行了公布。

《公示》显示，中央财政拟支持的20个城市
为：北京、天津、唐山、包头、大连、哈尔滨、苏州、
温州、芜湖、厦门、济南、郑州、宜昌、长沙、广州、
海口、宜宾、兰州、西宁、乌鲁木齐。

财政部办公厅、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于
4月初发布的《关于开展2025年度中央财政支持
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通知》提出，2025年中央财
政支持实施城市更新工作的范围为大城市及以
上城市，共评选不超过20个城市，主要向超大特
大城市以及黄河、珠江等重点流域沿线大城市倾
斜。中央财政将按区域对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城
市给予定额补助。其中，东部地区每个城市补助
总额不超过8亿元，中部地区每个城市补助总额
不超过10亿元，西部地区每个城市补助总额不超
过12亿元，直辖市每个城市补助总额不超过12亿
元。资金根据工作推进情况分年拨付到位。资
金支持方向为城市更新重点样板项目、城市更新
机制建设两个方向。

广东省城乡规划院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
研究员李宇嘉表示，城市更新行动能为城市基础
设施、公共设施补短板，也是扩大内需和消费的
重要载体，推进周期长、资金投入量庞大。中央
财政提供的资金支持以具体项目为抓手、以项目
落地为导向、以统筹资源为路径，有助于打通项
目从谋划入库到立项，再到推进和资金投放全过
程的堵点。

“城市更新工作全面提速，重点是将中央财
政资金用在刀刃上，通过创新财政模式，激发地
方推进更新的内生动力。中央定额补助的投放，
解决了城市更新市场化投入积极性较低这一最
棘手的问题，也为地方和市场投入扫清了障碍，
打造全社会参与的城市更新投融资新模式。”李
宇嘉表示。

中央财政拟支持20个城市
实施城市更新行动

■ 择 远

日前，两位券商原从业人员因利用未公开
信息交易违法行为（俗称“老鼠仓”）被罚。

具体看，安徽证监局公布的一份行政处罚
决定书显示，时任某券商信息技术中心高级经
理的李某，利用未公开信息违规交易股票，被
罚没逾426万元；根据吉林证监局披露的一则

“趋同交易”罚单案例，曾任职于某券商的邵
某，曾作为分管投研系统建设的负责人，存在
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证券从业人员违规买卖
证券行为，被罚没逾107万元。

“老鼠仓”不仅严重侵害了公司的利益，更
是公然违背了资本市场“三公”原则，损害了广
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历来是监管部门稽查执
法的重点领域。以2024年为例，证监会严厉打

击15起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案件，对某资管公
司高级投资经理刘某义“老鼠仓”行为处以
6400余万元罚没款。

监管部门严厉打击之下，为何还会有“老
鼠仓”出现？在笔者看来，最根本的原因在于
相关人员在利益诱惑和侥幸心理驱使下冒险
操作，可谓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两起案件中的两位当事人，均为券商资深
IT从业人员，他们利用工作之便，抄袭他人的

“作业”。这暴露出相关机构的合规漏洞，包括
系统技术权限滥用、内控机制形同虚设，对员
工账户关联性、交易行为合规性审查缺失。比
如，两人均通过亲属账户操作，超长违规操作
未被发现。

同时，这两个案例也释放出一个信号：监
管部门正加强金融科技领域合规管理，督促券

商完善全链条风控体系。
值得关注的是，中国证券业协会日前就

《证券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从
业人员投资行为管理指引（试行）（征求意见
稿）》向行业征求意见。从内容来看，不管是对
人员管理还是对行为管理，均要求做到“全覆
盖”。其中明确将IT相关岗位列为七类重点核
查对象之一，要求结合信息系统权限情况核
查，防范相关人员及其配偶、利害关系人利用
未公开信息谋取不当利益。

“老鼠仓”人人唾弃。要杜绝这种行为的
发生，监管部门要进一步加强穿透式监管，
加强与司法机关的协作，快、准、狠打击“老
鼠仓”等资本市场违法违规行为，通过严格
的法律责任追究使违法违规者付出必要的违
法成本；同时，要发挥典型案例的示范作用，

以案释法，实现“办理一案、震慑一方、治理
一域”，有效维护资本市场秩序，切实保障投
资者合法权益。

券商等机构要严格执行信息隔离墙制
度，建立关键岗位投资申报机制，强化技术
监控手段；要进一步完善内控，对重要岗位
权限进行优化；要加强对“核心岗位”的监
督，切断信息滥用链条；要加强对员工的尽
职尽责教育，把合规意识真正扎根到每个员
工心里。

证券从业人员要遵守“诚实守信、勤勉尽
责”的职业操守，切勿心存侥幸触碰法律的高
压红线，以免成为人人喊打的“老鼠”。

券商员工“老鼠仓”被罚的警示意义

本报记者 李 婷 见习记者 刘晓一

智能护理臂精准托起老人完成洗漱；健
康监测地毯实时捕捉步态数据，提前48小时
预警跌倒风险；搭载柔性机械臂的护理床只
需一句语音指令就可自动调整到舒适角度；
当独居老人凝视屏幕片刻，情感交互机器人
便能立即开启定制化陪伴对话……这些嵌
入了传感器的钢铁之躯，正在悄然改变银发
群体的生活。

国家统计局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2024年末，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首次突破3亿
人，占全国人口的22.0%。随着银发人群日渐
庞大，养老机器人也逐渐走进全国很多社区、
养老院、家庭，成为给老人送餐送药、辅助行
走、健康监测、情感陪伴的好帮手。

政策的顶层设计与技术的持续突破形
成合力，驱动行业从“替代人力”向“服务人
性”进化。这些融合了人文关怀的技术创
新，正让“老有所依”展现出更丰富的时代
含义。

市场前景广阔 技术场景加速突破

养老机器人指依据老年人生理和行为特
点设计，用于养老场景的智能设备。随着我
国银发群体规模的持续扩大，养老护理人员
供需矛盾日益突出。据《2024养老护理员职
业现状调查研究报告》显示，我国养老护理人
员缺口已达550万。其中，能照顾失能老人的
专业护工则更为匮乏。智能机器人的出现，
为破解养老难题提供了新解法。

在山东省青岛市一家养老服务中心，刘
阿姨正在借助智能助行机器人锻炼走路。她
曾受困于腿脚无力，6年都无法下楼。深圳作
为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作为科技”）CEO
姚萍博士向《证券日报》记者介绍，智能助行
机器人采用先进的人体工学和力学设计，贴
合人体曲线，同时搭载步态训练算法，可以计
算使用者每步所需要的力度和跨度，然后结
合智能算法等科技手段，来实现智能康复
训练。

在护工短缺情况下，老人的日常护理成
为一大痛点，尤其是排便这类私密又棘手的
需求。在广东省深圳市一家养老院里，已有
大小便护理机器人“上岗”，该机器能实现1秒
感应启动，将排泄物自动吸入收集桶内并除
臭，随即用温水清洗、暖风烘干排便部位，整
个过程全自动，让老人躺着也能舒适如厕。
据护理人员介绍，一位老人曾经一天要用5个
尿片，有了大小便护理机器人后一天只需要
一片。

老年人的日程与安全也得到守护。在四
川省成都市的一家养老社区，何叔叔呼唤：

“小丽，小丽，我的长大衣放在哪里了？”“长大
衣在第二个柜子里！”这款“笑眯眯”的机器
人，不仅能陪护、陪玩、陪伴，还有监护功能。

森丽康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告诉
《证券日报》记者，研发这款产品是基于自身
体会和对身边老人的观察，需要有一台设备
帮老人记事，提醒关火、吃药，并能远程巡视，
跌倒检测，出现紧急情况时能一键呼叫救援。

除了社区、康复机构，养老机器人也在逐
步走进家庭。以猫、狗、熊猫为形象的宠物机
器人，凭借其仿真的触感，灵动的互动方式，
在阿尔茨海默病的老人康复陪护上展现出独
特的价值；更令人振奋的是，人形机器人也在
拓展家庭场景，承担起做饼、泡茶、喂猫、跳舞
等多项活动。星尘智能（深圳）有限公司负责
人向《证券日报》记者介绍，其产品采用绳驱
传动和自研刚柔混合动力学模型，结合精准
力控等技术，能确保机器人在执行任务时具

有足够的安全性。
当前市场上的养老机器人按功能和应用

场景可分为康复机器人、护理机器人和陪伴
机器人。北京云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谢云鹏告诉《证券日报》记者，亚太地区对养
老机器人的需求主要呈现两大趋势：一是居
家养老场景的精细化服务，如语音交互、智能
护理设备，二是机构场景的高效自动化，如集
中配送、物资管理。

“养老服务机器人是一类非常高端的服
务型机器人，目前尚处于研究探索和试用阶
段。”深圳市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研究院常务副
院长丁宁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随着老龄
化程度加深和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的逐步成
熟，其市场前景将非常广阔。 （下转A3版）

养老机器人逐浪“夕阳红”新蓝海

本报记者 吴晓璐

6月3日晚间，浙江嘉化能源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嘉化能源”）等3家上市公司披
露其获得银行回购贷款。据同花顺iFinD数据
统计，截至6月4日，自去年10月份以来，累计
607家上市公司披露651单回购增持贷款，贷款
金额上限合计1260.25亿元。

随着政策工具的优化，今年以来，回购增持
贷款的参与度和覆盖面进一步提升，中小民企披
露的回购增持贷款明显增多，回购增持再贷款工
具对回购增持的“贷”动效应也进一步显现。

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利辉对《证券日
报》记者表示，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通过银行
的专项资金支持，短期来看，稳定了市场预期，
阻断了外部严峻冲击下的市场负向循环。长

期来看，也有助于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优化和
市场投资理性的形成。一方面，回购注销减少
股本，优化资本结构，提升每股收益。另一方
面，增持回购还可推动市场定价更关注企业内
在价值，培育理性投资理念。

年内中小民企披露贷款增多

自从去年10月份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政
策工具正式设立以来，民企披露的回购增持贷
款的数量和金额一直较高。上述607家公司
中，393家是民企，占比64.74%。这些民企共披
露423单回购增持贷款，贷款金额上限合计
669.36亿元，占比53.11%。

另外，国有企业（含中央国有企业和地方
国有企业）有169家，占比27.84%，国有企业披

露180单回购增持贷款，贷款金额上限合计
485.26亿元，占比38.51%。外资企业、公众企业
等其他企业披露48单，贷款金额上限合计
105.64亿元，占比8.38%。

从今年来看，在监管部门支持和鼓励下，回
购增持再贷款增量扩面，中小民营企业披露的
回购增持贷款占比提升。据记者梳理，截至6月
4日，今年以来，民企披露259单回购增持贷款，
合计贷款金额上限为419.84亿元，占比55.06%，
较整体进一步提升。国有企业披露110单回购
增持贷款，合计贷款金额上限为263.51亿元，占
比 34.56%，较 整 体 有 所
下降。

从市值来看，截至6
月4日，年内披露增持回
购贷款的公司有384家，

其中150家市值超过百亿元，占比39.06%。而
市 值 在 50亿 元 以 下 的 公 司 有 136家 ，占 比
35.42%，小市值公司或其股东获得贷款的比例
在提升。

从贷款金额上限来看，13家企业获得贷款
金额上限在10亿元及以上，有6家为民企。其
中，获得回购贷款金额上限最高的是民企牧原
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获得回购贷款金额上限为
25亿元；股东获得增持贷款金额最高的是民企
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其获得增持
贷款金额上限18亿元。 （下转A2版）

去年10月份以来，回购增持再贷款工具“贷”动效应显现

607家上市公司披露贷款总额上限超126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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