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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5月19日电（记者
郭强）印有家人照片的手机壳、自
选图案设计的T恤衫、带有自己头
像的马克杯……只需给商家提供
一张图片，就可定制专属自己的个
性化产品。

记者在一些电商平台发现，一
种“来图定制”的消费新业态日趋
火爆，定制的产品包罗万象，手机
壳、T恤衫、马克杯、台日历、抱枕、
地毯、沙发背景布等，可谓来者不
拒。

“来图定制”走俏的背后，是消
费者日益个性化的消费需求，以及
互联网为满足消费者多元化需求提
供的便利和可能。

商务部研究院发布的《2020年
中国消费市场发展报告》指出，我国
90/00后人口规模达3.4亿人，已成
为消费的中坚力量。他们对产品需
求呈现出个性化、多元化等特点，愿
意为产品设计、特色支付溢价。

记者在某电商平台看到一款
“来图定制”的手机壳，收费128元，

月销量达300多个，数千名消费者留
言好评。一位消费者说，自己把自
我勉励的话印在手机壳上，客服和
美工一遍遍修改，直到自己满意为
止，这个手机壳“有了格外的意义”。

在不久前举办的消博会上，“个
性化定制”也成为一个新亮点。

选择个性化表带和表面图案，
经过手表打印机打印，20分钟即可
制作完成一块个性化手表，引来许
多人围观，展台成为一些人的“打卡
地”。在该厂家的官方旗舰店网站，
消费者可选择不同的画布作为表
带、表面的图案，并可选择不同的表
芯，或在表盘背面印上自己的名字
等，从而生成专属自己的定制手表。

小到手表，大到汽车，如今都可
以在线定制。

登录一家汽车制造企业的官方
网站，点击“进入定制”选项后，消费
者可以在线选择车辆外观颜色、座
椅布置、进气格栅、轮毂轮胎、有无
天窗、音响系统等进行自由配置，页
面会实时显示自己配置的车辆图片

及价格，配好后可以直接下单。
这种更好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

求的新型商业模式，也有称为C2M
反向定制。业内人士介绍，C2M就
是Customer－to－Manufactur-
er（用户直连制造），即通过互联网
将消费者同生产线连接在一起，以
生产符合用户需要的定制化产品。

从新闻报道来看，国内众多生
产企业已经开始设立C2M事业部、

“C2M智能工厂”等，更多企业正在
加快布局C2M反向定制，以赋能上
游产业，开展柔性制造，满足消费者
的个性化、多样化消费需求。

一些电商平台发布的线上消费
市场趋势报告指出，C2M反向定制
正成为线上消费的一种新趋势。艾
瑞咨询预测，2022年，C2M的产业
规模将迈入万亿元市场级别。

京东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陆飞
等业内人士表示，互联网大数据助
推新型消费扩容提质已成趋势，
C2M反向定制模式在深度、广度上
将进一步助推消费扩容。

银保监会日前印发通知，
决定自2021年6月1日起，在浙
江省（含宁波市）和重庆市开展
专属商业养老保险试点。试点
期限暂定一年。

这一保险产品如何投保？
未来收益如何？有哪些保险责
任？带着大家的关心，记者采
访了业内人士。

专属商业养老保险是指以
养老保障为目的，领取年龄在
60周岁及以上的个人养老年
金保险产品。产品设计分为积
累期和领取期两个阶段，领取
期不得短于10年。产品采取
账户式管理，账户价值计算和
费用收取公开透明。

通俗来说，这一保险产品
带有“储蓄”性质，兼具保障和
投资功能。消费者年满60周
岁方可领取养老金，领取期不
短于10年。当然，消费者也可
以选择终身领取直至身故，只
不过交的保费会有所不同。

产品采取灵活交费方式，
保险公司可收取初始费用，消
费者交纳保费在扣除初始费用
后全部进入个人账户。

这次试点专门为新产业、
新业态从业人员和各种灵活就
业人员提供了有针对性的支
持。银保监会明确提出，允许
相关企事业单位以适当方式，
依法合规为这些从业人员投保
专属商业养老保险提供交费支
持。企事业单位相关交费在扣
除初始费用后全部进入个人账
户，权益全部归属个人。

消费者交纳保费后，最关心
的就是将来养老金是否有保
障。专属商业养老保险积累期
采取“保证＋浮动”的收益模式，
保险公司应为消费者提供风险
偏好不同的一个以上的投资组
合，不同投资组合的保证利率可
以不同。投资组合的保证利率
一经确定，不得调整。保险公司
应按年度结算投资组合收益，每
年至少一次主动向消费者提供
账户价值变动信息。

也就是说，保险公司会确
定一个保证利率，确保基本收
益。如果该保险公司投资能力
强，实际投资收益高，那么“浮
动”的部分就能得以体现。

根据要求，在积累期，保险
公司应按照高、中、低三档收益
率假设，对各投资组合账户价
值变动进行演示，低档演示利

率为投资组合保证利率，高档
演示利率上限为6％。

显然，投资收益将成为消
费者选择投保与否的重要考量
因素。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
院中国保险和养老金研究中心
研究员朱俊生认为，专属商业
养老保险对保险公司的经营能
力，尤其是投资能力提出了较
高要求。养老保险是长期储
蓄，未来投资端非常重要。保
险公司的产品要有吸引力，就
要解决好长期资金的有效投资
问题，给消费者带来稳健投资
回报。

目前，有6家保险公司参与
试点，分别为太平人寿、人保寿
险、中国人寿、太平洋人寿、泰
康人寿、新华人寿，均为人身险
头部企业，分支机构较全、销售
网络健全。

除了试点地区消费者能通
过这些保险公司购买专属商业
养老保险外，其他地方的消费
者也能参与到这一养老保障计
划中来。

根据试点工作安排，保险
公司可通过其官方网络平台或
其所属保险集团官方网络平台
销售专属商业养老保险产品，
销售区域不受试点区域限制。
换句话说，保险公司线下可以
在浙江省（含宁波市）和重庆市
销售专属商业养老保险产品，
线上可以向全国各地销售该产
品。

保险责任方面，专属商业
养老保险包括身故责任、年金
领取责任，监管部门鼓励保险
公司以适当方式提供重疾、护
理、意外等其他保险责任。其
中，消费者在保险合同期内身
故，赔付金额在积累期内不得
低于账户价值，在领取期内不
得低于保证领取剩余部分与账
户价值减去各项已领取金额的
较大者。

银保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
表示，专属商业养老保险是第
三支柱养老保险的组成部分。
开展专属商业养老保险试点，
有利于丰富第三支柱养老保险
产品供给，巩固多层次、多支柱
养老保险体系，满足人民群众
多样化养老保障需求。

记者了解到，目前参与试
点的保险公司正按监管要求加
紧开发相关产品。

/新华社记者 谭谟晓

新华社福州5月19日电
（记者张逸之、林超）村里一棵
树没砍，但卖出了14万多元，
福建省三明市将乐县高唐镇常
口村村支书张林顺激动不已。

18日，福建三明在将乐县
高唐镇常口村、沙县区夏茂镇
俞邦村举行三明林业碳票首发
仪式，发放首批林业碳票5张，
共计碳汇29715吨。

三明市林业局副局长陈美
高说，碳票是以林木生长量增
量为测算基础并依据计量办法
换算成的碳减排量，以“票”的
形式发给林木所有权人，从而
把“空气”变成可交易、可收储、
可贷款的“真金白银”。

张林顺领到的碳票涉及常
口村3197亩生态公益林，经第
三方评估测算，监测期碳减排
量12723吨。其中2723吨碳减
排量，当天以4.0845万元的价
格被福建通海镍业科技有限公
司买走，流转价格为每吨15

元；余下1万吨碳减排量，被福
建金森碳汇科技有限公司以每
吨10元的价格收购储备。

“本次交易的碳汇，是2016
年至2020年监测期内的固碳
量，下一个监测期产生的固碳
量，可以再次流转。”陈美高说，

“只要林子管好了，林木所有权
人就能获得源源不断的收入。”

在当天的碳票首发仪式
上，还签约了首单林业碳票授
信贷款协议。福建金森碳汇科
技有限公司收购储备了共计
18294吨的碳减排量。以这些
碳减排量作为质押，该公司获
得兴业银行三明分行授信贷款
额度500万元。

“随着我国朝着碳达峰、碳
中和的目标迈进，林业碳汇的
前景十分广阔。”陈美高说，下
一步，三明将积极探索林票、碳
票和碳金融等多元化的生态产
品价值实现机制，让更多“空
气”变成“真金白银”。

专属商业养老保险“长”啥样？

福建三明发放首批林业碳票

网络消费迎来“定制时代”

立夏刚过，雪域高原已是“满眼
绿色”。

这得益于近几年西藏大力推
进国土绿化，开展“消除无林乡镇、
无林村组、无绿院落、无林农户、种
树空白”的“五消除”行动。截至目
前，共有1079个“无树村”和10.47
余万户“无树户”成功植树，带动西
藏的草原综合植被覆盖度达到
46.71％。

“过去觉得有没有树都无所
谓，现在看到自家和村里种的树木
茁壮成长，心里特别高兴，感觉和
到了低海拔地区一样。”阿里地区
札达县札布让村村民金珠德吉说，
现在知道绿化重要了，大家自觉爱
绿护绿。

在“五消除”行动中，西藏各市
地鼓励引导农牧民群众参与造林绿
化、防沙治沙等生态工程建设，每年
有10万名以上的农牧民直接参与国
土绿化，人均增收3000元左右。

“原来阿里只能种红柳、班公
柳、格桑花，现在国槐、梨树、杏树什
么都有。一到夏季，城区景观特别
好。”阿里生态环境局局长李小兵
说，他十几年前刚参加工作的时候，
一刮风就吃一嘴土，都不敢出家门。

结合区域特点，山南市、日喀则
市开展了海拔4300米以上地区选
用乡土树种的试种工作。山南市扎
囊县采用与苗圃专家对接护航方
式，推进“农林复合、针阔混交、色彩
丰富、季相鲜明”的美丽乡村建设。
日喀则市萨迦县以“公司＋农户”模
式，优先选用农户培育的乡土树苗
——竹柳和营养杯苗——江孜沙
棘，不仅提高了苗木成活率，还带动
了“绿岗就业”和“绿色富民”。

田绿水美，宜居宜业；村庄环
境，干净舒心；产业兴旺，百姓富足
……行走在高原各地的乡村大地，
所到之地处处美景。

乡村美了，来休闲旅游的人也
越来越多，从而带动了乡村旅游的
蓬勃发展。目前，西藏推出藏东乡
愁之桃村寻踪游、藏南乡恋之红谷
游、藏西田园之农事休闲游、藏北牧
歌之黑帐篷慢享游等多条乡村旅游
精品线路，让游客在近距离感受田
园生活的美好，也让村庄的农牧民
增收不少。

2021年，是林芝举办桃花节的
第20个年头。通过桃花这张靓丽名
片，林芝市不断推动乡村旅游发展，
让游客不仅能看到美丽的桃花，还
能体验乡村生活，吃藏家饭、住藏家
乐，让当地群众得到看得见、摸得着
的实惠。

26岁的次仁央宗是工布江达县
错久村村民，随着巴松措景区的知
名度上升，她也成了景区的一名讲
解员。“以前也有旅客来玩，村里连
停车场、餐馆等基本接待设施都欠
缺，很难留住客人。现在基础设施
好了，接待的人也多了，旺季的时候
每个月能挣8000多元。”

西藏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相
关部门介绍，今年西藏植树造林工
作将以拉萨、日喀则、山南3市为重
点，努力形成集中连片有规模的植
树造林成效，巩固和提升消除“无
树村”“无树户”，开展乡村“四旁”
植树行动，打造生态宜居的美丽乡
村，构建优美洁净的乡村人居环
境。 /新华社

西藏推进国土绿化扮靓美丽乡村
俯瞰阿里地区札达县札布让村（2020年10月16日 无人机摄） /新华社记者 田金文 摄

2021年林芝桃花旅游文化节
/新华社记者 孙瑞博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