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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网络上有传言称，运营商为了

推广 5G，正在暗中降低 4G网络的速度。

针对此事，记者分别联系了三大运

营商，运营商皆回复正在核实情况。而三

大运营商客服人员则都否认降速，并认

为网友感到网速降低，可能与区域内基

站信号稳定有关，或是“达量限速”套餐

流量用到了上限。

事实上，我国 5G网络还在建设中，

这是一个耗资巨大的工程，运营商 5G 建

设资金缺口还很大，此时选择降低 4G 网

速并不能倒逼消费者应用 5G。相反，如

果一家运营商降低了 4G速度，可能会导

致消费者不满意从而转投他家。

因此，中国联通研究院院长张云勇

表示，5G来了，不仅不会降低 4G网络速

度，反而会提速。

那么，为什么网友觉得 4G 网速变慢

了呢？围绕网络上的几种说法，记者采访

了赛迪顾问信息通信产业研究中心分析

师李朕，来为大家答疑解惑。

李朕认为，4G 网速变慢可能是由于

单位面积内用户数量太多，而运营商管

道容量是有限的，超过一定限度就会影

响到用户体验。就好比一条马路的容量

只有 100 辆汽车，但是某一时刻突然有

超辆汽车涌入，就会导致堵塞一样。网友

反映 4G 网速较慢，可能是遇到了相似的

情况，比如说演唱会、音乐节等。

同时，运营商在建网时会根据地方

人口密集程度进行网络密集程度的区

分，人口密集的地方自然就有较宽的网

络管道，反之亦然。另外，根据设备的不

同和服务的优先级不同，用户在 4G 网络

条件下的感受也不尽相同，因此不可能

为了发展 5G限制 4G的网速。

还有网友认为，通信基站布局的站

址是有限的，所以只能拆 4G 基站换 5G

基站。对此，李朕认为，这种理解较为片

面，因为每个基站杆都可以承载多种通

信技术，比如，目前很多基站杆上既有

4G 的天线也有 3G、2G 的天线，集成在

一根杆上既节约了成本也节约了空间资

源，让基站杆有了更高的使用率。

在 5G网络商用初期，大部分是 4G

和 5G 并存的网络。即使对基站进行改

造，也会从更早的 2G开始。因此，不能片

面地认为一定要拆 4G 基站才能换 5G

基站。

此外，有网友认为，运营商前些年猛

推的“不限量”套餐才是让 4G 变慢的“罪

魁祸首”。

李朕分析指出，实际上，提速降费一

定是让用户花更少的钱获得更多的流

量。因此，近年来，我国用户流量数据使

用量不断增加。但运营商既然推出相关

类型的套餐，就一定考虑到了容量的问

题，是在自身能够承受的范围内进行相

应的提速降费工作，不会对 4G网络造成

减速等问题。

此外，移动用户在手机端测试的网

速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网速，地点、业务

类型、终端等多种原因都会影响网速体

验。 据《经济日报》

“2019 中国民营企业 500 强峰

会”22日在青海西宁开幕，2019“中国

民营企业 500 强”“中国民营企业制

造业 500 强”“中国民营企业服务业

100强”榜单正式发布。华为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以年营业收入 7212.02 亿元

稳居“中国民营企业 500 强”“中国民

营企业制造业 500强”双榜首。

据了解，自 2010 年起，全国工商

联每年主办“中国民营企业 500 强”

发布活动。“中国民营企业 500强”是

全国工商联对上规模民营企业调研的

基础上，按照年营业收入总额降序排

列产生的，不是“评选”产生。

全国工商联副主席黄荣介绍，今

年共有 5384 家年营业收入 5 亿元以

上的企业参加上规模民营企业调研，

85家企业新进入榜单。500强排名前

十位的企业分别是：华为、海航 、苏

宁、正威、恒大、京东、碧桂园 、恒力、

联想和国美。

此次民营企业 500 强入围门槛

达到 185.86 亿元，较去年的 156.84

亿元大幅提高。民营企业制造业 500

强入围门槛达 85.63 亿元；民营企业

服务业 100 强入围门槛达 241.13 亿

元。民营企业 500 强中有 20 家入围

世界 500强，比上年增加 3家。

除入围门槛持续提升外，榜单呈

现出民企超大型企业继续增长、利润

水平有所提升、社会贡献持续加大、产

业结构持续优化等特点。2018 年营业

收入超过 3000亿元的企业增加至 12

家，比上年增加 3家。500强的营业收

入总额 28.50 万亿元，增长 16.44%；

资 产 总 额 34.61 万 亿 元 ， 增 长

22.77%；税后净利润 1.29 万亿元，增

长 13.87%；纳税总额达 1.31 万亿元，

占全国税收总额的 8.38%，有 6家企

业纳税额超过 200 亿元。

此次发布的榜单中，第二产业入

围企业有 337家，继续占据主体地位，

其中，制造业入围企业 295 家，比上年

增加 7家。第三产业入围企业 157 家，

资产规模和营业收入分别占 500 强

的六成和四成，比重均比去年有所提

升。“这说明第三产业拉动经济的作用

得到进一步增强。”黄荣说。

同时，民营企业 500 强的海外投

资力度不断加大，海外投资的企业数

量 241 家，海外投资项目数量 2345

项。 据新华网

8 月 21 日，珠江啤酒发布中报，归

母净利润 2.12 亿元，同比增长 35.92%；

此前，青岛啤酒中报显示实现营收同比

增长 9.22%，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

25.21%；嘉士伯也预计中报业绩维持正

增长。

啤酒企业中报数据喜人
据珠江啤酒中报，2019 年上半年，

珠江啤酒集中资源提升纯生啤酒和易拉

罐啤酒等中高档啤酒占比，提高产品收

益值，中高端产品销售占比 88.12%，同

比提升 0.53 个百分点；在总销量基本持

平情况下，纯生啤酒和易拉罐产品销量

增长率分别为 6.88%、7.39%，推动产品

结构优化，使吨酒收入同比增长 5.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2 亿

元，同比增长 35.92%。

此前青岛啤酒发布的中报显示。

2019 年上半年，青岛啤酒实现啤酒销量

473 万千升，同比增长 3.6%；实现营业收

入 165.51 亿元，同比增长 9.22%；实现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31 亿

元，同比增长 25.21%。

分析认为，青岛啤酒归母净利润创

上市以来中报纪录和 2010 年以来中报

最高增速：“2018 年至今，青岛啤酒收入

增速持续领先于销量，主要是受益于提

价、结构升级等因素，并且未来还将直接

受益于此。”

有业内人士认为，青岛啤酒的业绩

是一个风向标：“说明行业往好的方向发

展了。今年上半年，青岛啤酒的平均吨酒

营业利润为 1396 元 / 吨，和百威英博的

平均吨酒净利润 1524 元 / 吨相比，差距

缩小到 100元 /吨左右。”啤酒行业专家

方刚称，去年，青岛啤酒的平均吨酒利润

为 1233 元 / 吨，在包材上涨、营业成本

同比提升 10%的行情下，短短半年，青岛

啤酒的平均吨酒利润比去年末提升了

13%。

至于兰州黄河，虽然营收为 2.53 亿

元，同比下降 10.46%；但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 2270 万元，同比增长

171.87%。华润啤酒实现营业额 188.25

亿元，同比增长 7.2%；实现净利 18.71 亿

元，同比增长 24.1%。

嘉士伯的财报也十分喜人，营收增

长 6.5%，至 329.9 亿丹麦克朗（约合 49.3

亿美元），主要得益于核心啤酒业务在亚

洲的强劲增长。百威英博第二季度在中

国的收入增长了 7.1％，销量增长了

0.6％，每百公升收入增长 6.5%，主要受

到高端化的驱动和收入管理计划的支

持。

“今年青岛啤酒、嘉士伯、燕京啤酒

的业绩都很稳定，雪花啤酒的业绩有可

能稍微不太如人意。”方刚认为，青岛啤

酒业绩吐气扬眉，给雪花啤酒较大压力，

“青岛啤酒股价跌到 40元的时候应该补

一些。”

业内看法
压货对行业是把双刃剑
“今年整个华南地区因为多雨天气，

对啤酒、饮料企业的销售造成很大影

响。”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蓬称，啤

酒企业能够获得比较靓丽的中报成绩实

属不易，尤其是青岛啤酒通过产品的升

级，收获了整个消费升级的红利，整体表

现相当乐观，未来在品牌调性、产品升

级、营销策略、消费者互动还有很大提升

空间。

不过，也有业内人士对于看起来很

靓丽的中报业绩表示了质疑：“大家都是

靠压货压了一把，繁荣中隐忧不小。”甚

至有行家称：“酒业的繁荣是虚假的繁

荣，经销商、烟酒店库存都很多，酒企的

业绩是好看了，经销商的日子难过了，特

别像啤酒饮料这些产品，保质期短。”

记者走访市场发现，临近中秋节，啤

酒的促销活动越来越多，优惠价、买一送

一、加一元多一件，或者加 2.5 元换购，甚

至直接打六折的比比皆是。打折的产品

都是临过期产品吗？记者走访几家超市

发现，不是所有促销啤酒都是临过期产

品，不少生产于 2019 年 6~7 月，但是部

分产品的生产日期确实比较久，如某雪

花啤酒的产品，生产日期是 2018 年 9月

30 日，至今已接近 1 年，还有正在打六

折的进口啤酒，生产日期在 1年前，还有

不到两个月就到期。

有业内人士认为，渠道确实有一定

的压货，在朱丹蓬看来，压货是把双刃

剑，有风险，也有一定的好处。“同样是压

货，竞争的就是啤酒企业的品牌、利润、

服务，比的还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朱

丹蓬称，“但压货已经是啤酒行业的新常

态，持续下去，对于企业、经销商、终端、

消费者都不是一件好事，如何取得产业

端、渠道端、消费端的平衡，有待进一步

观察。” 据新华网

心脏病急救药硝酸甘油从 9.5 元涨到 60 元还买

不到，夏季防暑必备的太极藿香正气液从 15 元涨到

28 元……近来关于药价暴涨新闻不断，许多急救药、

常用药出现不同程度的涨价，让不少人直呼“病不起”。

药价究竟涨了多少？缘何涨价？如何有效控制药价

过快上涨？22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就此回应社会

关切。

三成常用药价格上涨
从国家医保局的监测数据来看，2015 年以来，

70%的常用药价格降低或持平，抗癌药等高价药品价

格平均降幅达到 18%。30%左右常用药的价格有所上

涨，个别品种涨幅较大。

相比最近药品全线提价的新闻，上述药价整体形

势稳定的数据看似“失真”。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陈金甫对此解释说，这是由于

总体药价稳中有降的同时，个别短缺的急救药价格上

涨。

通过调查 3200 多种常用药品，国家医保局发现

大约只有 200 多种涨幅较大，集中在部分短缺药、急

救药和少数非处方药等。

根据我国的用药特点，陈金甫介绍，用药需求主要

在临床和医院，这部分药价稳中有降。但由于医院买药

时多医保报销，个人支付较少，因此人们对这些药价的

稳中有降感受不深。而涨幅较大的 200 多种药，多数

是在药店销售的药和非处方药。由于这部分药需要患

者自己花钱在药店买，所以对涨价的感受比较深。

针对常用药价格上涨这一问题，记者注意到，国家

医保局正会同有关部门采取系列措施，包括：健全药品

价格供应监测预警机制；对重点品种进行价格成本专

项调查；推进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和使用试点，

开展抗癌药谈判；扩大医保目录，推进医保支付方式改

革等。

“以缺逼涨”
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药价上涨过快？

陈金甫认为，药品涨价的首要原因，在于市场调节

的机制还不充分。涨价药品多数具有市场容量小、竞争

不充分的特点，往往临床必需，缺少替代，容易出现“以

缺逼涨”的态势。

从 2015 年国家放开药品定价以来，除涉及公共

安全的麻醉用药、精神药品等价格仍由政府定价，其他

由市场自发形成。不过，中国药品市场的发展有一个逐

步成熟的过程，市场机制也需要不断完善。

陈金甫透露，在过去的药品市场中，企业多、小散

乱差，恶性竞争较为激烈；流通环节也多，利益错综复

杂、层层加价，存在着不少进入壁垒。而这传导到价格

上，就有一些怪象，如低价药企业生产供应积极性不

高、大家买不到；而高价药卖得却很好。

就具体药品而言，一些药品或者是上游原料药生

产环节高度集中，原料药分销的渠道容易被控制，出现

垄断。一些小品种药品的生产具有特殊性，如必须符合

有效性和安全性，有特殊的技术门槛和生产流程工艺

的需要，短期内其他企业难以进入，或难以通过扩大生

产及时增加供给。这种短缺必然会传导到价格上。

“加之客观存在的如人工成本投入增加、产品质量

水平提高、环保投入增加等，也产生了合理成本的增

支，对于历史价格低的药品影响较大。”陈金甫表示。

用市场机制来解决市场问题
一些药品涨价过快甚至断供，已经对日常用药产

生了影响，应该如何治理呢？

对于已经出现的涨价，如扑尔敏过度涨价、硝酸甘

油短缺等，国家医保局约谈敦促企业主动纠正。对于拒

不纠正的，将采取公开曝光、中止挂网、失信惩戒等措

施，“用市场机制来解决市场的问题”。同时，对原料药

垄断等不正当竞争，有关部门已经采取措施立案调查。

针对药品流通费用多导致的药价高，陈金甫认为

这不单单是企业的问题，涉及整个流通和医院使用利

益机制，包括药品的准入、医保的准入等。围绕这些问

题，国家医保局将通过药品招标采购、建立全流程的药

品价格和招采信用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完善配套推

进医保支付改革等三方面举措推进解决。此外，还将建

立健全长效监管机制，综合运用监测预警、成本调查、

函询约谈等措施，引导企业合理定价，自觉规范企业的

行为。

而对于短缺药的供应，卫健委副主任曾益新表示，

将完善药品短缺监测预警和应对机制，实施药品停产

报告制度，并完善药品采购政策，对替代性差、市场供

应不稳定的短缺药品，采取集中采购等方式保供，确保

市场供应充足。

据新华网

21 日，记者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了

解到：今年全国棚改计划新开工 289 万

套，1—7 月已开工约 207 万套，占年度

目标任务的 71.6%，完成投资 6000 多亿

元。

今年是实施三年棚改攻坚计划的第

二年。2017 年 5 月 24 日召开的国务院

常务会议确定，实施 2018 年到 2020 年

三年棚改攻坚计划，再改造各类棚户区

1500 万套，兑现改造约 1亿人居住的城

镇棚户区和城中村的承诺。去年，全国各

类棚户区改造开工 626 万套，顺利完成

年度目标任务，完成投资 1.74 万亿元。

棚改的持续推进，改善了棚户区居

民住房条件。2008 至 2018 年，全国棚改

累计开工 4522 万套，1 亿多居民实现

“出棚进楼”。棚改也促进了林区、垦区、

国有工矿的可持续发展。截至 2018 年

底，林区、垦区、国有工矿棚户区（危旧

房）改造累计开工分别为 166万套、242

万套、306 万套，职工们告别了潮湿阴暗

的棚户区、简易房，住进了宽敞明亮、基

础设施更为完善的新居。

据《人民日报》

运营商为推广5G而暗中降低4G网速？真相来了……
调查分析显示———5G来了，4G 不会降速

我国 5G 网络还在建设中，这是一个耗资巨大的工程，运营商 5G 建设资金缺口还很大，此

时选择降低 4G 网速并不能倒逼消费者应用 5G

个别场景 4G 网速变慢可能是由于单位面积内用户数量太多，而运营商管道容量是有限

的，超过一定限度就会影响到用户体验

提
示

2019 中国民营企业 500 强榜单发布 华为稳居榜首

啤酒企业中报靓丽 业内质疑渠道压货造成“表面繁荣”

少数药品价格飙升还断供？
国家开出“处方”！

资料图片

棚改前 7月开工约 207 万套 占年度目标任务的 7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