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首席记者 谈璎）昨

天，银联国际与携程发布《2019年
中国人出境旅游消费报告》，分析

出境消费的最新特征。
报告显示，上半年中国游客出

境旅游支出 1275亿美元。十大热
门目的地中，包含 6个欧美澳远程

市场；白俄罗斯、缅甸、格鲁吉亚、

尼泊尔、摩洛哥等“一带一路”沿线
目的地增幅居前。“玩更尽兴、吃更

地道、住更舒适”成为趋势，游客在

境外购物、景点、交通、娱乐等场景

的线上预订量显著增长；80%的出
境游客选择高星级住宿；南太、中

东等餐饮类消费增长 50%-70%。
报告描绘了出境游客群体画

像：女性游客比男性多 10%，但男性
人均消费额更高；二三线城市出境

游人数增长；80后和 60岁以上人
群出境游消费最高，60后最精打细

算，越来越多 00后开始独自在境外
旅行。

    本报讯 （首席记者 连建明）

邮储银行昨天发行，网上发行中签
率为1.25914868%，创下2016年信

用申购制度实施以来的最高纪录。

2016年新股发行制度改革，由
现金申购改为市值信用申购，中签

率大降，至今发行的约千只新股，
大部分中签率仅万分之几，邮储银

行是首只中签率超过1%的新股。

邮储银行中签率高，一方面是

因为发行量大，邮储银行发行
51.72亿股A股，发行价5.5元，募集

资金284.5亿元左右。另一方面，申

购邮储银行的投资者大幅减少，其

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888.2万
户，较近期其他新股的申购户数大

降。11月14日申购浙商银行户数为

1097万户，11月21日申购中科海讯

户数为1179万户。
为什么很多股民放弃申购邮

储银行？原因是担心其破发，近期2

只银行股———渝农商行和浙商银

行都出现破发，其中11月26日上市
的浙商银行，收盘价只比发行价高

3分钱，27日就破发了，昨天报收
4.75元，仍低于4.94元的发行价。

但邮储银行未必破发，因为其

昨晚公告已确定启用“绿鞋”机制，
增加发行约7.76亿股，这样，新股

上市后30天的稳定期内，如股价因
市场波动低于发行价，将有43亿的

“绿鞋”资金入场。历史上，工商银
行、农业银行和光大银行发行时设

置过“绿鞋”机制，结果这3只银行

股上市前30天内均没有破发，平均
股价涨幅超过10%。

值得一提的是，邮储银行近几
年业绩增速较高，预计 2019年归

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为
581.80亿元至 592.26亿元，同比

增幅为 16.55%至 18.64%，显著高
于其他银行。

    本报
讯 （记者
马丹）暂

别冷空气，
今天阳光终于送来些许暖意，白天

本市气温会小幅上行，最高气温将
升至 13℃。据预报，这波回温的小

“高潮”会出现在本周六，最高气温
会继续上扬至 14℃。在冷暖空气

共同影响下，双休日本市天空云量

增多，并伴有淅淅沥沥的雨。

随着新一股冷空气本周日
抵达，申城将再起北风，气温会向

下“俯冲”。下周初，本市转为晴冷
干燥天气，加上晴空辐射，早晚寒

凉，预计下周二和周三市区最低
气温只有 5℃，郊区更低，体感会

更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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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三角高铁线路和动车组停靠

站已全部迈入电子客票时代。本报
昨天 7版《电子客票真的“不方便不

友好”吗？》，解答了旅客最关心的关
于电子客票的几类问题，引起广泛

关注。为什么要推进普及电子客票？
推进的过程中，铁路和旅客各应该

注意哪些问题？今天我们接着剖析。

■ 为何不能“一枪头”全部引
入电子客票？

目前电子客票仅限高铁和动车
组，也就是说，G字头、D字头列车

才取消了纸质车票，其他普速列车
依然要换取纸质车票才能出行。问

题来了：“分这个、分那个，搞也搞不
懂，太麻烦了，为什么不能‘一枪头’

全部引入电子客票？”

这主要是因为车站硬件设备无
法“一蹴而就”全部更新。高铁、动车

组停靠站建设较晚或已经完成改
造，进站、检票、出站等闸机具备了

刷二代身份证等证件的功能，而普
速列车停靠的很多老车站，尚不具

备这一功能，相信未来电子客票也

会推广到普速列车。
事实上，高铁、动车组推进电子

客票，也是分阶段的。以长三角为
例，之前很多高铁线早就可以“只刷

证、不取票”畅行，只不过纸质车票
并未取消，取不取票由旅客自己定；

今年 7月 27日起，沪宁城际铁路试
点应用电子客票，就是想积累经验；

如今，再推广到长三角所有高铁线
路和动车组停靠站，算是彻底告别

纸质车票。

■ 仅上海每天可节约数十万
张纸质车票
电子客票最大的“功劳”就是绿

色环保。今年 1月到 10月，上海三
大火车站日均发送旅客 33.7 万人

次，其中 10月 1日单日最高发送量
59.57万人次，按目前上海高铁动车

占比 79.5%计算，实行电子客票后，

日均就能节省 26.8 万张纸质车票
（单日最高节省 47.4 万张纸质车

票），当然还是有人会打印跟车票类
似的报销凭证，但电子客票确实减

轻了企业的成本，也为环境友好作
出了贡献。

现在有的旅客比如老人，还是
希望打印一张购票信息单，掌握乘

车信息；有的旅客有报销需求，还有
的旅客习惯打印一张“东西”以作旅

行纪念，所以还是有不少人会打印

报销凭证。但为环保考虑，我们还是

应该提倡“购票信息单可打可不打
就不打印”“不报销就不打印报销凭

证”，以实际行动支持绿色发展。
其实现在“反对电子客票”“嫌

麻烦”的人群里，有相当一部分是需
要报销的商务族，他们认为“要电子

化就彻底些，报销凭证也可以电子

化嘛”。这是未来的发展趋势。
■ 服务“上不封顶、下要托底”

必须做细
电子客票其他的好处也很多，

比如：旅客持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
身份证件原件即可快速、自助进站检

票乘车，减少排队取票环节，通过闸
机用时更少，通行速度明显提升；在

发生旅客列车大面积晚点、停运等特
殊情况下，如旅客未使用现金购票

且未取出报销凭证，无论哪个渠道

购买的车票，都可以在互联网自助

办理退票或改签，方便旅客的同时，
也有效减轻车站窗口压力；由于没

有纸质车票，丢失车票、挂失补票、
贩卖假票等问题将彻底解决；等等。

电子客票会被持续、大力推广。
旅客要花时间去学习、去适应；铁路

部门则要做足、做细服务，服务必须

是“上不封顶、下要托底”，服务提供
者必须考虑周全。比如：老年人喜

欢窗口买票，就要一直有这方面服
务，且主动询问要不要购票信息

单、报销凭证；有的旅客带没有身
份证的小朋友出行，铁路的做法是

“用大人身份证一起给小朋友买票、
不必取票、过人工通道乘车”，但事

实上很多家长不清楚此类信息⋯⋯
铁路在规则解释和现场服务上还需

下功夫。 本报记者 金志刚

推进普及电子客票好处多多，会被持续大力推广

旅客应主动适应 铁路需做细服务

    携号转网服务已在全国启动。

工信部透露了三家运营商用户转入
转出的情况，总体上来看，截至 11

月 26日，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
联通转出的用户数占全部转出用户

的比例分别是 16.3%、57.6%和
26.1%，转入的占比是 49.3%、28.1%

和 22.6%。从数字上看，移动转出最

多，电信转入最多。
天津、海南、江西、湖北、云南 5

个省（市）9月 19日开始提供服务。
截至 11月 26日，完成携号转网用

户 316万，携转占五省（市）用户总
量的 1.8%。其余省级系统已于 11

月 10日起上线试运行，截至 11月
26日，共发放携出授权码 11.2万人

次，协助 7.2万个用户完成携转。

根据电信的数据，试运行期间
中国电信携入用户大概 2.5 万，携

出用户大概 1.9 万，算下来净增
6000用户。对此中国电信解释说，

用户携号转网服务可能是基于网
络、业务、资费等多方面考虑，短期

来看试运行期间的一些携号转网数

据并不能说明问题。

电信独立分析师付亮认为，总
体看，携转比例并不高。相信全国实

施后，在前期释放了多年积累的转
网需求后，携转比例已将降到一个

比较低的水平。但这并不代表携号
转网没意义。携号转网政策的第一

目的不是有多少人携转，而是通过

携转推动运营商改变“重新轻老”的
用户经营模式，主动提升老用户服

务，优化老旧套餐，这时，没有转网
的用户也是受益者。

付亮介绍，三大运营商从去年
末就开始积极推进在网用户优惠服

务，近期重新重视起用户的星级，主
动通过增加流量等手段优化老用户

套餐。比如，刚刚发布的 5G套餐，
老用户可以获得更多优惠。“前几年

的套餐往往是新用户第一年半价，
而老用户转到这个套餐，也只能是

原价。”
据工信部透露，试运行期间有

三类问题很突出：部分电信企业人
为设置系统障碍、违规增设携入携

出条件，影响用户体验和感知；赔付

标准不合理，部分用户反映协议期
过长、提前解约赔付标准过高；系统

运行维护不完善，影响已转网用户
体验。部分用户反映，携转后无法正

常上网、充值、享受不到原有一些应
用服务等问题。

比如，用户反应协议有效期到

2050年或 2099年，有关部门表示
“是个别企业系统默认设置的问题，

已经要求相关企业全面整改”。

三家运营商表示，协议有效期
限的问题均已调整。“在网协议”也

将更加透明公开，并将及时向用户
说明不能转网的具体原因，提供便

捷的办理途径。关于携转后短信收
不到，三大运营商承诺“兜底转

发”，对携号转网后送错电信企业

的短信采用网间转发功能来解决。
运营商也将推动更多第三方应用

服务企业通过直联携号转网数据
库的方式，进一步保证行业短信接

收，优化服务体验。
本报记者 叶薇

工信部披露携号转网服务启动以来数据

移动流出最多 电信获客最多

    有一种颜色或许最让上海足球

迷激情澎湃，它就是申花蓝。在球场
二 层 22 号 看 台 旁 边 ，“ 小 林

HOUSE”亦是通体蓝色装饰。“很多
人第一件申花球衣说不定就是来自

本店，可能有些人还参加过我们搞

的街头霸王足球擂台赛。”小林

HOUSE的店主林建斌是申花铁杆
球迷，1995 年从一间 30 平方米的

足球用品专卖店做起。

林建斌是福建人，大学在上海

体育学院田径专业就读，1987年他
获得全国大学生运动会百米短跑冠

军，毕业后留校任教 3年。上世纪
90年代初，林建斌“下海”做足球用

品专卖店。当年，他模仿申花队队服

做球迷球衣，“很多外地球迷很羡慕
上海主场的气氛。”多年过去，品牌

授权球衣早已进店，成为主打畅销
品。喜欢踢球的林建斌还热火朝天

地组织和赞助业余足球比赛，小林
HOUSE逐渐在球迷中打响了名气。

小林 HOUSE 还开了网店，实

体店转型为兼具购物、喝咖啡、休
闲、看球等功能的体验店。有人问他

是否担心生意随球队表现而起落，
林建斌用店内墙上

的 “一日为蓝，终

生为蓝”作答。

本报记者 李若楠
萧君玮

首席记者 陈炅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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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休日又有雨

上半年中国游客
出境游支出 1275亿美元

很多股民担心其破发而放弃申购

邮储银行中签率创 3年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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