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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11

    本报讯 （记者 杨玉红）近

日，上海市房地产交易中心暂停
上海阅信房地产经纪有限公

司、上海金曙房地产经纪事务

所等九 9 家违规中介机构的住
房租赁网签权限，加强住房租赁

机构监管。
近期，部分区住房租赁服务

中心、市房地产交易中心 962269

热线相继接到投诉，反映自己的

房屋并未委托中介出租，在不知
情的情况下被办理了租赁网签

备案。为此，多部门联合对涉事
中介机构的租赁网签备案情况

开展调查，查找问题，研究处理
措施。

根据相关规定，市房地产交
易中心暂停了 9家违规中介机构

的住房租赁网签权限，同时建议

将相关机构和责任人员纳入协会
诚信平台予以公示。

今年以来，上海市相继出台
《关于进一步整顿规范本市住

房租赁市场秩序的实施意见?
《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房地产

经纪机构和住房租赁经营机构
主体管理的通知?等文件，进一

步维护住房租赁市场秩序，促
进上海市住房租赁市场平稳健

康发展。

未来，上海多部门将加大对
违规行为的打击力度，进一步优

化租赁网签备案系统，加强网签
备案业务管理，协同各区租赁中

心和相关部门做好住房租赁主体
监管工作。

    本报讯（记者 杨玉红）昨晚，

上海土地市场官网发布四条《上海
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公告?，

发布了上海市第一批集中出让 56

?土地的详细出让公告。

第一批集中出让的土地中，有

青浦区、松江区等 5个区的 6?“城

中村”改造用地，有金山区、奉贤区
等 6个区的 14?征收安置房用地。

首批集中出让土地中，还有涉
及临港、奉贤区、松江区等 5 个地

区的 8 ?土地，均为租赁住房用

地。这有望推进上海租赁住房发

展，让更多新市民、青年人和各类
人才在上海安居宜居，在郊区新城

实现“职住平衡”。
备受市场关注的，是 28?含普

通住房的土地。公告信息显示，这

28?含普通住房的土地起拍总价

约 700亿元。据悉，在上海市原有招
挂复合出让、自有资金监管等土地

规则不变的基础上，首批集中出让
的商品住宅用地将实施限价竞价规

则。新的竞价规则将“价高者得”调

整为“限地价下的相对价高者得”，

是上海市“稳房价、稳地价、稳预期”
的有力措施，进一步深化了上海市

房地产调控“一城一策”工作，有利
于促进上海市土地市场和房地产市

场平稳健康发展。

上海首批集中出让56幅土地
新竞价规则有利于促进土地及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这段时间， 为帮助老年人跨越

“数字鸿沟”， 不少社区以及老年大
学开设了老年人的智能手机课程，

帮助他们了解智能手机功能， 学习
使用各种生活类 App。

手机扫码出示健康码、 非急诊

预约挂号、 无接触式配送……数字
化生活影响着社会上的每一?人。

“一部手机走天下”的便捷，对于不
少老人来说，是一道难题。

数字化时代，老人不能缺席。 虽

然现在到医院挂号， 到超市购物，都
有志愿者或者工作人员帮助老人操

作智能手机。 但是授人以鱼，不如授

人以渔，所以一些机构就希望通过给

老人上课， 帮助老人跨越 “数字鸿
沟”。

集中教学的手机课程， 对于参
加学习的老人来说，是了解新事物、

体验新科技， 融入智慧社会的途径
之一。但从实际情况来看，仅仅通过

手机课程来让老年人能够融入数字

社会，还是存在着一定的难度。一位
上课的志愿者曾经说， 一?简单的

手机支付，教了老人很多次，他们都
会忘记。 而一些老人在不断地参加

各种手机班之后， 也发现上课的内
容一旦应用到实际生活中， 马上又

会不知所措。

对于老年人来说，仅仅通过“手

机课”领进门是不够的。

老年人在融入数字化社会的时

候， 遇到的阻碍主要有 3?， 分别

是：数字接入、数字技能、数字思维。

如果给老人一台手机， 给他们上课

分别解决的是数字接入和数字技能
的话， 那么数字思维更需要的是在

日常使用手机遇到困难的时候，能
够给予他们帮助， 并及时解答他们

的疑虑， 让他们习惯使用手机来解

决问题。

跨越 “数字鸿沟” 不仅需要多
“教一教”，更需要“等一等”老年人，

其中家庭成员的帮助， 可能是解决
老年人“数字鸿沟”的最好方式。 年

轻的家庭成员每天可以抽出一定时
间， 与老年人交流日常使用手机中

遇到的困惑，用爱心、细心、耐心陪

伴老人学习， 让老年人也可以乐在
其中，融入智能化社会。

方 翔

“教一教”与“等一等”上海暂停9?中介机构
住房租赁网签权限

    “我们经常会听到，中小文化企业说，贷

款申请难度大、额度低、利率高的困难，而金
融机构则认为文化产业无形资产评估难、知

识产权权属界定难、抵押资产追偿难等风险
控制上的困难。困难虽然客观存在，但是文化

与金融的融合发展仍然是趋势所向。”在第二
届“文化产业投融资实务论坛”上，上海市律

协基金委主任、上海市协力律师事务所管理

合伙人马晨光这样表示。日前，来自行业管理
协会、头部影视公司以及银行保险信托的业

界代表，共聚一堂，不回避文化产业投融资的
现实困境，积极寻找破解之道。

文化企业
困难挺多，探寻新路

“跟互联网合作，一般只有 15%的毛利
（管理费），但制作周期可能超过一年。对公

司来说，如果去找金融机构融资，那基本上
盈利微乎其微。”出品过电视剧《上阳赋?

《大宋少年志?《特赦 1959?的上象娱乐副总
裁薛锦圣坦言，当前我国影视行业已经发

生了结构性变化，传统影视公司受平台桎

梏较重。
“可以让金融机构拿到更合理的投资回

报。”图莳传媒 CEO程浩然专门就平台垄断
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影视企业未来的

方向是进一步规范行业垄断行为，在政策的
扶持下文化产业在三至五年内必会迎来新的

高峰。诺心文化的刘月欣则从标准化角度分
析了影视行业为何融资难，究其原因是影视

公司等文化企业以创意为核心，而传统金融
机构更青睐标准化产品，“未来，希望在科技

的帮助下，设计出一套新的公式，让二者有进
一步融合的空间。”

金融资本
细分内容，精细设计

上海银行人广支行行长刘峻表示，银行
需与文化产业结合，金融机构需要结合文化

细分领域内的专业内容，精细化设计产品结
构。“银行今年新设文化科技支行，专门以文

化科技产业投融资作为服务重点。”
中国人保的王可泽介绍了完片担保的运

作模式，又解答了第三方监理、影视行业保险

等问题。中城联盟投资基金、投资发展与投行

总经理王磊表示文化产业发展有自己的周期
性，是有轨迹可循的，“在文化和金融的博弈过

程中需要专业律师等第三方机构的帮助。”
“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上海市

广播影视制作业行业协会副会长、上海市影
视版权服务中心主任于志庆表示，虽然大家

提出了很多痛点和难点，但还是希望行业人

士保持信心和希望。“未来，我们希望和金融、
法律、保险的专业人士，一起继续努力，搭建

一个更加专业、开放、共赢的文化产业投融资
沟通平台，助力上海的文化产业再上新台

阶。”于志庆说。 首席记者 孙佳音

第二届文化产业投融资实务论坛搭建沟通平台

寻找破解文化企业
融资困境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