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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沧州经济开发区兴业路与经七路交汇处（306/307
公交终点站往东两个红绿灯），车间面积：12000平方米，
车间高度：12米（配有5吨航吊），水电齐全，配备变压器。
可整租，可分租。联系人：张经理15031739588

春节刚过，青少年沉迷智能
手机的话题再度引发关注。武汉
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夏
柱智副教授课题组将目光聚焦
于农村留守儿童。不久前，该课
题组对外发布的报告显示，在调
研的中部省份中，有九成农村留
守儿童长期使用专属手机或者
长辈的手机玩耍，其中，近七成
孩子用手机看短视频，三分之一
用来玩手机游戏。

“在农村，一些中小学留守
儿童放假回家后，‘盯着手机不
离手’成为常态。沉迷手机已经
严重影响他们的身心健康，有的
孩子为此面临‘精神和身体的双
重冲击’。”该课题组呼吁，政府
应当将通过积极干预、防止严重
的手机沉迷作为关心与服务留
守儿童工作的重中之重。

“仿佛掉进手机里去了”

2021 年以来，夏柱智课题
组分赴河南、湖北、湖南、江西 4
省共 10县（区）展开专题调研。
调查显示，在中部省份的农村，
留守儿童比例较高，部分占比超
过50%，学校及家长普遍反映手
机管理难，而对留守儿童群体使
用手机的管理难度很大。

看短视频和玩游戏已成为
留守儿童主要的上网娱乐方式，
占比分别是69%、33.1%。与此同
时，67.3%的家长认为自己孩子
出现了手机沉迷的趋势，其中
21.3%的家长认为孩子“严重沉
迷手机，事态已十分严重”。

这份题为《农村留守儿童手
机沉迷问题调查与对策建议》的

调研指出，玩手机时间增多、触
网年龄提前的情况，在留守儿童
中正“愈演愈烈”。

课题组在贵州一所乡镇中
学调研时发现，有的留守孩子为
了打游戏连续 5天 5夜不睡觉。
江西省某县六年级教师掌握的
一份数据显示，全班学生中，周
末在家玩手机 10个小时以上的
超过了一半。

“10 岁-15 岁，成为留守儿
童沉迷手机的危险年龄段，主要
为小学四年级至初中三年级学
生。”夏柱智介绍。

有受访家长对课题组表示，
如今在农村，智能手机对孩子们
的吸引力异乎寻常，只要家里有
Wifi（无线网络），孩子们放学回
到家拿上手机可以大门不出，

“仿佛已经掉进手机里去了”。

“游戏大神”比
“学习尖子”更受追捧

根据夏柱智的观察，近 5年
来，留守儿童沉迷手机现象愈发

凸显。
“首先是互联网快速发展，

在广大农村上网正越来越方
便。”夏柱智注意到，以前在老
家，安装无线网络的人家并不
多，一些孩子常常寻找有Wifi的
地方，挤成一排“蹭网”玩手机。
近几年在部分村庄，几乎家家户
户都安装了无线网络，留守儿童
很难不接触网络。

其次是家庭管理缺位，导致
留守儿童长时间使用手机。

调研发现，这些家庭祖辈大
都没有能力或意识引导留守的
孙辈正确使用手机。在农村，一
些老人需要做农活儿或其他工
作，很难全程看护孙辈。有的老
人就将手机当作“电子保姆”给
孙辈玩，缺乏对孙辈沉迷手机可
能带来的危害的认识。

在湖南省汨罗市某乡镇，一
名带孙子的老人告诉课题组，家
里安装有视频监控，一旦小孩子
哭闹，“儿媳妇就会过问，孙子要
是向他妈妈告状，事情搞复杂
了，我们对孙子的辛苦付出就无

法体现出来了，还会产生矛盾。”
此外，来自同辈的群体示

范，也导致“玩手机”在当下的留
守儿童中成为一种“新潮流”。

课题组发现，与二三十年前
不同，在如今的一些农村中小
学，同辈中的“大牛”已不是“学
习尖子”，而是“游戏大神”，即游
戏技术高超或者拥有很多稀有
游戏装备的同学。

手机上瘾
导致体质下降等问题

让蔡开梅无奈的是，因为
沉迷手机，原本读小学时在班
上名列前茅、全家寄予厚望的
孙子，学习成绩一路下滑，中考
时只考上了当地的普通高中。
这个春节，已经读高二的孙子
依旧每天玩手机到深夜，临近
开学才赶寒假作业。“不运动，
也不爱走亲戚，被大人要求去
拜年也是带着手机玩，全家去
附近的景点旅游他也不去，就
想留在家玩手机。”

这与夏柱智在鄂东老家的
观察如出一辙。春节里，夏柱智
去拜年，亲戚家十多岁的孩子一
直待在卧室玩手机，“也不出来
会客”。

“沉迷手机对留守儿童的危
害是多方面的，一些孩子体质出
现下滑。”课题组了解到，湖北某
县一所中学 2021 年例行体检，
初一年级 30%的学生视力呈重
度不良，初三年级一个班有三分
之二的学生戴眼镜。在附近小
学，学生有五六百度近视眼已不
是新鲜事。

与之相伴随的是学生体力
下降。这个班体育课组织学生引
体向上，最多能做两个，普遍一
个都拉不上去，“基本没啥臂
力”。

值得注意的是，课题组认
为，手机游戏包含暴力色彩，一
些短视频有软色情等不良内容，
会对留守儿童带来严重心理问
题。课题组调研了解到，在华中
地区的一个山区县，近 3年曾发
生两起学生因手机被没收而跳
楼自杀的极端案例。

在 湖 南 汨 罗 一 所 乡 镇 小
学，一位教三年级的教师告诉
课题组，一名女学生用爷爷奶
奶的手机给在外打工的母亲发
信息威胁如果不给她买手机就

“自杀”。这名母亲为此专门赶
回家处理此事，后不得不将小
孩送去治疗网瘾，并留在家专
门照看她。

湖北某县一名初中教师向
课题组介绍，一些学生通过手机
建了“网上表白墙”，“这一定程
度上助长了早恋风气。”

假期里熬夜玩手机，上学时
精神不振，成为当下一些乡镇中
小学课堂上部分学生的“常态”。

在湖北省阳新县一所重点
高中，夏柱智了解到，一名学生
曾以优异成绩进校，在 2020 年
春疫情网课期间迷上手机游戏，
返校后因无法再次适应课堂，不
得不退学。

“大好青春年华沉迷手机，
政府及社会各方亟须对这些乡
村‘新问题少年’重视起来。”这
名课题组成员说道。

据《中国青年报》

2022年底的理财赎回潮让
银行理财有多痛？从官方公布数
据来看，推测 2022 年第四季度
银行理财规模下降超2万亿元。

2023 年 2 月 17 日，银行业
理财登记托管中心发布《中国银
行 业 理 财 市 场 年 度 报 告
（2022）》。根据报告，截至 2022
年末，银行理财市场规模 27.65
万亿元，同比下降4.66%。

2022 是 资 管 新 规 落 地 元
年，对“洁净起步”的银行理财来
说，要面对净值化转型和投资者
刚兑预期之间的矛盾。

巨额赎回
让银行理财“伤筋动骨”

在 2022 年，银行理财罕见
地遭遇两次破净潮。3月股市下
跌引发不少银行理财跌破净值，
但从整体理财市场来看，权益市
场毕竟占比相对很小，波动慢慢
平息；11月债市动荡，银行理财
是债市的重要参与者，不少投资
者经历了上半年积累的收益短
期内全部跌没的情形，选择割肉
离场，短期内引发债市连锁反
应，投资者的巨额赎回让银行理
财“伤筋动骨”。

2022 年，理财产品累计为
投资者创造收益 8800 亿元，是
2016年以来创造收益最少的一
年。收益率方面：2022 年各月
度 ，理 财 产 品 平 均 收 益 率 为
2.09%。对比以往数据，2020年，

新发行银行理财产品加权收益
率为 3.93%；2021 年各月度，理
财产品加权平均年化收益率最
高 为 3.97% 、最 低 为 2.29% 。
2.09%的平均收益率也是近年来
较低水平。

理财存续规模下降

银行业理财登记托管中心
发布数据显示，截至 2021年底，
银行理财市场规模达到 29万亿
元；截至 2022年 6月底，理财产
品存续规模达 29.15 万亿元；
2022 年 9 月末突破 30 万亿，截
至 2022 年末，银行理财市场规
模27.65万亿元。由此推测，2022
年第四季度理财规模下降超 2
万亿元。

普益标准认为，银行理财存
续规模下降有两方面原因：一是
市场波动导致的赎回增加，11月
以来市场利率上行，债券价格下
跌，导致部分银行理财产品出现
净值回撤乃至发生“破净”现象，
个人投资者恐慌情绪加剧，并大
幅赎回开放式理财产品；二是12
月封闭式产品到期规模增加，对
银行理财存续规模和产品的预
期收益率产生了一定的冲击。

理财市场的发行方主要是
银行机构和理财公司。随着理财
公司的逐步设立，理财公司已经
成为理财产品发行的主要机构。
2018年 12月至今，已有 31家理
财公司获批筹建，其中 30家获

批开业。截至 2022年年底，理财
公司产品存续规模占比达到
80.44%。

相比之下，银行机构存续规
模在下降。截至 2022年年底，全
市场共有 278 家银行机构有存
续的理财产品，存续数量2.07万
只，存续规模 5.41万亿元。相比
2021年有所下降，截至 2021年
末两项数据分别为301家、11.81
万亿元。

从创造收益方面来看，银行
机构累计为投资者创造收益
3602 亿元；理财公司累计为投
资者创造收益5198亿元。

2022年全年创造 8800亿元
的收益是也是 2016年以来最低
水平。从银行业理财登记托管中
心公布的数据来看，2016年，银
行业理财市场累计兑付客户收
益9772.7亿元；2017年全年累计

兑付客户收益1.19万亿元；2018
年，银行非保本理财产品累计兑
付客户收益10566亿元；2019年，
理财产品累计兑付客户收益
9255.8亿元；截至 2020年底，银
行理财市场为投资者创造收益
9932.5亿元；截至 2021年底，银
行理财市场规模为29万亿元，为
投资者创造收益近1万亿元。

仍以固收类产品为主

2022 年各月度，理财产品
平均收益率为 2.09%。据招商证
券测算，2022 年，现金管理类、
固收类、混合类和权益类理财产
品 平 均 收 益 率 分 别 为 2.4%、
2.2%、-1.7%和-11.7%。

从银行理财的产品构成来
看，仍以固定收益类为主，产品
规模最大，占比进一步提升。

截至 2022 年底，固定收益
类产品存续规模为 26.13 万亿
元，占全部理财产品存续规模的
比例达 94.50%，较去年同期增
加2.16个百分点；混合类产品存
续规模为 1.41 万亿元，占比为
5.10%，较去年同期减少 2.28个
百分点；权益类产品和商品及金
融衍生品类产品的存续规模相
对较小，分别为 0.09 万亿元和
0.02万亿元。

从理财产品的投资端，理财
产品资产配置也以固收类为主，
投向债券类、非标准化债权类资
产 、权 益 类 资 产 规 模 分 别 为
19.08万亿元、1.94万亿元、0.94
万亿元，分别占总投资资产的
63.68%、6.48%、3.14%。

“2023年 1月信贷开门红下
理财回流存款，理财规模仍然承
压，但 2 月以来规模已基本企
稳，2023 年第二季度或重回增
长通道。”招商证券银行业研究
员戴甜甜预计，由于 2022 年市
场波动较大，财富管理业务陷入
暂时性的低迷状态。随着近期股
市回暖、债市修复，2023年财富
管理业务有望复苏。

对于2023年银行理财市场，
光大证券金融行业首席分析师王
一峰表示，中性预期下，2023年银
行理财规模增量或在 2万亿—3
万亿元，逐步收复失地。但疫后复
苏过程中，债市不确定性增强或
对理财规模形成阶段性扰动。

据《经济观察报》

“赎回潮”考验下的银行理财
2022年理财产品为投资者创造的收益，创下了近年来的新低

近七成农村留守儿童用手机看短视频，三分之一用来玩游戏

手机沉迷催生乡村“新问题少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