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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期货小赚大赔，有人被骗
数百万元

2023 年 3月，受害人关女士刷手机
时，无意中在短视频平台上看到有财经
主播推荐某款期货交易软件，并对虚假
的盈利成绩信以为真。下载该软件后，
关女士先在交易平台小赚一笔，随即追
加投资，结果无论买空买多都是亏损。

“和其他正规交易平台不同，这个交
易平台一笔手续费就高达200元至 300
元。”种种可疑迹象，让关女士开始怀疑
平台的真实性。在大笔亏损后，她选择
报案。

被主播“头头是道”的分析打动后，
另一位受害人王女士也下载该期货交易
软件并加入了微信群。在群内“专家”手
把手“指导”下，短短6个月就亏损30余
万元。据她回忆，平台上每笔交易都会
收取高额手续费，如果不交易，还会收取
延期费。

2023年兰州警方陆续接到大量受害
人报案，有人不到一个月就损失十几万
元，有人共计被平台坑骗 254万元。警
方立即成立专案组，以涉嫌非法经营罪
立案，开展全面调查。

专案组缜密分析工商、税务、银行等
数据，综合运用大数据手段筛查过滤，并
对交易平台APP溯源解析。通过调取后
台数据，警方发现一个由幕后金主、吸粉
引流、技术支撑、资金结算等环节组成的
职业化犯罪团伙。

经查，该犯罪团伙在未取得经营期
货业务资格的情况下，从某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购买软件搭建交易平台，购买期
货品种数据，通过编写运算代码更改数
据后发布，形成虚假期货大盘数据K线
图和分时图走势。

随着调查的深入，警方发现，这起案件中犯罪团伙“披着现货的外
衣，以非法期货为手段，干着诈骗的勾当”，表面看属于非法从事期货交
易，实际是典型的诈骗犯罪类案件。

2023年 11月，兰州警方组织警力分赴多地同时抓捕，捣毁网络平
台犯罪窝点15处，现场查扣电脑、硬盘、手机等作案工具，对96人采取
刑事强制措施，冻结涉案资金 6000 余万元，剩余涉案资金正在全力
追缴。

多种手法“收割”受害者

警方介绍，该案大部分受害人是平时从事股票、期货投资的爱好
者。截至案发，这些受害人累计亏损资金额达2.24亿元。投资者进入
违法交易平台前，嫌疑人就设下层层圈套，通过话术诱骗受害人加大
投资。

圈套一：使用诈骗常用伎俩“吸粉引流”。
警方介绍，该团伙与一些平台推广公司合作，吸引投资者入局，

业内称为“吸粉引流”，手法与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前期犯罪极为
相似。

首先，嫌疑人吸引投资爱好者进入手机直播间，假装“荐股老师”分
析股市、期货市场走势，逐步推介自身虚假的期货产品，团队水军则在
直播间内互动点赞。“荐股老师”会分享虚假盈利图，进一步诱骗受害者
进入虚假期货股票、原油分析群。

专案组民警张向阳说，一个群有20多人，其中只有一人是受害者，
其他成员全是诈骗者或水军，他们相互鼓动、诱导受害者下载安装交易
平台。“诈骗团伙还会根据受害人投资金额大小，按照50万元、100万
元、200万元等不同金额等级分策略施骗。”张向阳说。

在捣毁犯罪窝点时，民警发现一名诈骗分子会同时操控十多部手
机，在网上冒充水军诱骗投资者，一墙之隔的“导师”就在办公室内，对
着屏幕分享理财心得。

圈套二：恶意喊单，诱迫投资者触发强平线。
强制平仓是期货市场中的专业术语，触发强平的情形之一是客户

的交易保证金不足，且未在规定时间内补足。
如何让受害人在交易平台上快速亏损触发强平线？在赢得信任

后，诈骗团伙中的投资“导师”会恶意喊单，诱惑受害人频繁交易，进行
非理性投资。投资者短时间内出现巨额亏损，就会被强制平仓，有的受
害人“上午投资，下午就被平仓”。

圈套三：设置高额手续费、延期费。
专案组民警王哲介绍，该平台虽声称手续费是万分之八，实际则是

在本金20倍的基础上收取，如此一来，每笔交易一进一出，就会被扣除
万分之三百二十的高额手续费。此外，为逼迫投资者快进快出频繁交
易，平台还设置了高额延期费，不交易时按万分之一收取。

谨防投资市场中的迷惑性骗局

随着国内对诈骗犯罪采取高压打击态势，许多犯罪团伙开始转向
更具欺骗性的犯罪模式。上述犯罪团伙作案手法就极具迷惑性，K线
图和分时图走势数据均引用合法的期货品种数据，引得不少投资人上
当受骗。

此类花样翻新、手段隐蔽、操作复杂的敛财行为，在法律上应如何
认定？

陕西威能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文博说，嫌疑人搭建虚假期货交易平
台，组织人员大肆招徕投资者，诱骗他人进行所谓“交易”，以“赚取”受
害人高额手续费和亏损，作为自己的“盈利”，以“期货交易”之名，行诈
骗钱财之实，符合诈骗罪构成要件。

近些年，借助网络直播和短视频等传播渠道，金融投资骗局呈现快速
发展势头。甘肃恒亚律师事务所律师瞿梦炜说，直播平台对涉诈账号及内
容具有监测、识别和处置义务，如果平台因未履行风险防控责任致使群众
受骗的，有关部门将依法追究其相应责任。

李文博建议，加强网信、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的协同联动，形成监
管合力，建立包括网络舆情监测、恶意机器人识别与高危活动预警在内
的风险研判系统，同时加大对视（音）频类信息的技术监测识别、研判分
类、处置响应，进一步优化互联网生态。

中国人民银行甘肃省分行反诈专家提醒，广大投资者也需增强自
我保护和投资风险意识，远离非法期货投资活动。面对不明机构、人员
营销推介的“产品”和高利诱惑，需要理性研判，不去轻信“躺赚”美梦，
不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

（新华社兰州5月15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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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一条研发投入增长的曲
线，能看出企业怎样的创新活力？

1.56万亿元——这是2023年我
国上市公司研发投入的成绩单，同
比增长约10%。

拉长时间轴看，这是一条不断
上扬的曲线：0.99万亿元，1.24万亿
元，1.42万亿元，1.56万亿元……根
据新华财经的统计数据，从2020年
至2023年，上市公司研发投入逐年
增加。

这条曲线里，蕴藏着怎样的企
业夯基蓄能的努力，又能触摸到哪
些经济向“新”而行的脉动？

来看更多详细数据。日前，随
着 5300 多家境内上市公司年报披
露完毕，沪、深、北证券交易所出炉
的数据，释放了创新活力的积极信
号——

2023年，沪市主板上市公司合
计研发投入近9000亿元，同比增长
5%；北交所上市公司研发投入 87
亿元，同比增长6.37%；深市创业板

上市公司研发投入超1934亿元，同比
增 长 10.19%—— 均 实 现 连 续 三 年
增长。

研发强度，即研发投入占营收的
比重，体现企业的创新力度。作为“硬
科技”公司集中地的科创板研发强度
10.87%，为几个交易板块中最高。其
中，有83家公司研发强度连续三年超
20%。2023年，科创板公司研发投入
金额超1500亿元，同比增长14.3%，进
一步彰显创新活力。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
展的内在要求。无论传统产业，还是
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企业都要培养向

“新”力，加大研发投入是关键一环。
如今，企业在全社会研发投入中

占比 7成以上，如何更好发挥其创新
主体作用？

首先要舍得投。利润和订单不错
的企业，往往舍得在研发上花钱，以创
新获得竞争优势。

宁德时代近5年研发投入合计约
500亿元，2023年净利润同比增长超4

成，动力电池市场占有率连续 7年全
球第一。

研发投入增长的“大户”，也往往
是表现亮眼的行业。新华财经数据显
示，一季度研发投入增速排名靠前的
电子、交通运输、汽车等行业，净利润
增长也位列前十。

根据深交所数据，2023年创业板
超 8 成研发资金投入战略性新兴产
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新能源和新
能源汽车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产业研
发投入同比分别增长6.44%、16.91%、
12.39%，这些行业的增加值在中国经
济首季报中也成为一抹亮色。

其次要有真本事。研发投入要坚
持长期主义，不断锻造技术硬实力。

不追求“短平快”，更多科技成果
才能落地生“金”。2023年，研发费用
同比增长近 6成的中国移动，已沉淀
450余项AI能力，赋能超过900项应
用；中兴通讯2023年研发投入超260
亿元，公司累计申请约8.95 万件全球
专利……

以“新三样”为代表的创新型企业，
如今引领世界潮流。

业界有“技术鱼池”的比喻：企业的
自研技术汇聚在一个“鱼池”里，市场需
要的时候，就捞一条出来。这道出了创
新的智慧：结合自身优势，瞄准客户需
求，紧扣时代所需。

创新离不开“软环境”。企业要努
力，政策也要给力。“真金白银”的政策，
为企业创新发展注入动能。

国家将符合条件的行业企业研发
费 用 加 计 扣 除 比 例 由 75% 提 高 至
100%，并作为制度性安排长期实施；工
信部等7部门出台意见，推动未来产业
创新发展；中国人民银行设立科技创新
和技术改造再贷款，激励引导金融机构
加大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等的金融支持
力度。

研发之根扎得越深，应用场景的土
壤越肥沃，创新的大树越能枝繁叶茂。
相信更多有向“新”力的企业，为中国经
济发展注入更多新动能。

（新华社北京5月15日电）

近1.6万亿元！
从上市公司研发投入上扬曲线看向“新”力

新华社记者 于佳欣 姚均芳

吸粉引流、恶意喊单、快进
快出……近期，兰州警方破获
一起特大非法经营期货案，嫌
疑人借期货交易之名行诈骗之
实，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和迷惑
性 。 据 警 方 介 绍 ，该 案 导 致
3300 余 名 投 资 者 亏 损 2.24
亿元。

老有所养，需要更多“医靠”。
国家卫生健康委16日公布，目前

全国具备医疗卫生机构资质并进行
养老机构备案的医养结合机构有
7800 多家，床位总数达 200万张，全
国医疗卫生机构和养老机构签约合
作8.7万对。

与几年前相比，这组数字有了大
幅增长，折射出中国破解老龄化难题
的最新实践。

当前，我国 60 岁及以上人群超
2.9亿，占全国人口21%；预计2035年
老年人口将突破4亿。越来越长寿的
同时，老年人也存在多病共存情况，
有关慢性疾病护理的社会需求日渐
加大，一些失能老人急需科学精准的
长期照护。

调查显示，我国90%以上的老年
人选择居家养老。如何守护好“夕阳
红”？

国家卫生健康委老龄健康司司长
王海东说，经过多年实践，形成了医
疗卫生机构与养老机构签约合作、医
疗卫生机构开展医养结合服务、养老
机构依法依规开展医疗卫生服务、医
疗卫生服务延伸至社区和家庭4种相
对成熟的服务模式。

从专门绘出政策蓝图，到财税、土
地、医保等支持多管齐下，再到引才
育才、开展试点示范，医养结合正在
进入发展快车道。

——“养”的途径更多元。在部
分示范地区，实现了“居家医养、医
护巡诊”，有的地方家庭医生和养老
护理员上门为老年人提供医疗、护
理、康复、生活照料等叠加服务。有
条件的医疗卫生机构也在增设老年
养护床位，开展“互联网+护理服
务”、上门护理服务，不断提升养老
供给。

——一张“床”安放更稳。在浙江
嘉善，家庭病床、家庭养老床位逐步

融合，建床费等纳入医保报销范畴。
更多省份制定税费、投融资、用地等
优惠政策，通过社会力量办起了医养
结合机构，达 5500 多家，占比超过
70%。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持续推
进，为部分失能老人“兜底”。

——“医”的力量更壮大。让老
年人有“医靠”，离不开专业护理人

员。在山东这个全国医养结合示范
省，全省231所院校开设了医养类专
业，医养类相关专业在校生达到 33
万人。

在高等职业教育本科专业中增设
“医养照护与管理”专业；全国开展医
养结合人才能力提升培训项目，累计
培训 10 万多名医养结合从业人员

……
让老年人安享更加健康幸福的晚

年，是一家之事，也是一国之事。
服务打通“最后一米”，基础设施和

护理人员补齐“缺口”，配套政策进一步
激发社会“活水”，医养结合将稳稳托起
健康“夕阳红”。

（新华社北京5月16日电）

200 万张床位！

医养结合更好守护“夕阳红”
新华社记者 董瑞丰 徐鹏航

自国务院印发《推动大规模设
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
案》以来，多个省份相继发布实施
方案或操作细则。

记者调研中发现，近期不少消
费者咨询电器、汽车以旧换新相关
活动，居民换购意愿不断升温。业
内专家指出，随着以旧换新政策的
落地生效，居民消费潜能有望进一
步释放。 （新华社发）

“以旧换新”

托起健康“夕阳红”。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