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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初，一场别开生面的“云推
介”在广西钦州市举行。来自 17 个国
家和地区的企业及商务机构代表，通
过视频会议系统、无人机航拍直播以及
现场连线，“云考察”钦州华为数字小镇
和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钦州港
片区。这是广西落实《2020年广西“不见
面”招商引资工作方案》的一个新举措。

这一方案于今年2月推出，广西也成
为全国最早推出同类方案的省份之一。方
案不仅要求创新招商引资方式，还强调大
力支持各类招商引资企业有序复工复产，
确保广西来之不易的招商引资成效。

受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全球直接
投资持续低迷等因素影响，广西在
2019年3月以前，实际利用外资连续11
个月负增长。经过近一年的努力，广
西 2019 年底实际利用外资 （含投资性
公司投资） 11.09 亿美元，同比增长
142%，增速排名全国第二。

2019 年 12 月，广西中旅德天瀑布
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一次性到位外资
5090万美元，为打造“一带一路”旅游合

作先行先试标杆项目加足马力。突如其
来的疫情令项目一度停工，好不容易迎
来复工，返岗工人住宿却成了问题。在
当地政府支持下，活动板房很快建了起
来，工人们得以安心干活。眼下，跨境免
税店建设、观景台搭建、栈道施工正在
如火如荼地进行中。疫情这道难关过
了，项目负责人吴兵总算松了一口
气：“回想项目从接触到落地再到复
工，我亲身感受到广西对外开放的力
度和营商环境的进步。”

时间倒回到2018年末，那时德天旅
游引外资项目已经接触了快两年，考察
和研讨更是反反复复进行了多次，就是
无法敲定合作。“最迟等到 2019 年 6 月
30 日，不行就撤了，总不能一直耗在这
儿。”吴兵及其团队提出最后期限。

短短一年的时间，一个濒临“流
产”的项目不仅起死回生，而且焕发
出崭新活力。这首先得益于去年上半
年广西出台“稳外资16条”。

根据“稳外资16条”，广西按实际
到位外资总额的 2%给予外资企业一次

性奖励，最高奖励达1亿元。按照公平竞
争和非禁即入原则，只要是负面清单以
外的行业，都可申请引资奖励。激励力
度和激励条件均处于国内领先水平。真
金白银的奖励，给外资企业注入了一剂
强心针。“进资越多、奖励越大，广西对
外资这么重视，坚定了公司大股东兑现
出资承诺的决心，我们对项目发展更有
信心了。”吴兵说。

解决用地难，是广西引资的一大
突破口。

在“稳外资 16 条”发布之前，广
西许多地方因为用地指标紧张而头痛
不已。辛辛苦苦招来的外商，总是项
目等土地。“每一年市里的用地指标有
限，要是大头都给外资企业了，市里
其他项目的落地就会受影响。”北海市
投资促进局工作人员刘相明坦言。

“稳外资16条”明确规定，对新引进
年实际利用外资额1500万美元以上（含
1500万美元）的国家鼓励类外资重大项
目，用地指标由自治区统筹安排、给予
保障。这让许多招商引资一线干部不由

得拍手叫好，“这些突破性做法在之前
是很难想象的，过去我们就只能眼巴
巴地羡慕兄弟省份。”得益于这一新规，
刘相明所跟踪服务的北海信义玻璃产
业园，由自治区统筹安排项目建设用
地，产业园所需的2466.49亩土地并未占
用北海市的用地指标。用地问题解决
了，企业投资进度明显加快。2019年，该
项目已实际到位外资7872万美元。

无论是“稳外资 16 条”，还是《2020
年广西“不见面”招商引资工作方案》，
都强调对照国际标准，下大力气优化
营商环境。近一年来，广西各地加快“互
联网+政务服务”建设，推动国际贸易

“单一窗口”综合业务全覆盖。同时，深
入开展“外商投资企业服务月”活动，问
需于企、问计于企、问政于企。

“项目建设推进顺利，项目工期相
比国内同等规模项目整整缩短了 2 个
月。北海干部担当实干，为企业开通
绿色通道，帮助企业排忧解难，给了
我们很大信心。”信义玻璃集团副总裁
张明这样评价北海市的营商环境。

广西投资促进局局长杨春庭表示：
“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高度重
视稳外资和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我们和
商务厅等部门密切配合全力抓好落实，
广西优化营商环境各项主要指标对标
世界银行标准，进入全国先进行列。”据

《2019年广西营商环境调研报告》显示，
受访企业对广西营商环境满意度较
2018 年提高 16%，九成以上企业认为广
西营商环境获得改善。

宅家充电收获多，打卡！
——学做饭、学编程、学

修图，在线培训项目百花齐放

“在家办公省去了通勤时间，正好用来充
充电，在线学一些平时顾不上但自己喜欢的
内容。我发现最近线上的优质网课特别多，
不仅有名师授课，每天打卡还有优惠，最适
合宅家一族了！”上海白领小罗最近一直在线
办公，工作之余，她在线上参加了关于领导
力培训、旅游地理等多项人文课程，还约好
友一同参观了“线上博物馆”。“之前担心线
上逛博物馆会有些枯燥，没想到现在技术这
么发达，那些文物宝贝呼之欲出，在屏幕
里、指尖下灵动而有生命力。”

在线学烹饪、变大厨，是近期年轻人的
新时尚。北京居民小王、小周是室友，两人
早在前年就合伙买了烤箱等厨具，可由于工
作繁忙，没用几次就闲置了。这两个月，两
人经常在线学习中西美食烹饪课程，让烤箱
再次飘香，餐桌总是摆得满满的。数据显
示，今年以来多款做饭、烘焙类 APP 走红，
点击量成倍增长，甚至一度大幅推高了低筋
面粉、泡打粉、奶油等相关食材的销量。

网易云课堂、慕课、腾讯课堂等平台
上，休闲文娱等各类网课百花齐放，让消费
者只需支付比线下培训低得多的课时费，就
可以在线上跟着专业人士学园艺、茶艺、影
片剪辑、图片修饰等。一些此前业务重心在
其他领域的互联网企业也敏锐地捕捉到机
遇，适时进入市场分一杯羹。

为适应防疫期间年轻人“宅家”需要，
颇受年轻人欢迎的视频网站“哔哩哔哩”和
问答网站“知乎”都推出了线上课程，采取
文字、视频等形式，内容覆盖多个学科门
类。“我在‘哔哩哔哩’上学茶艺、在‘淘宝
直播’学养花。春天到了，就算宅家也要让
整个人跟上春天的节奏！”小王说。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景俊美在接
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采用线上方式，对
接消费者需求、提供有吸引力的产品是一个
新课题。要看到，各个年龄段的消费者都有
充电培训的需求，这种需求一方面范围广，
包括不少小众的爱好，另一方面要求比较
高，只有真正优质、专业又便于获得的内容
才可持续。“比如 Python（一种编程语言）这一
产品，有些在线网课就针对程序小白，用游戏
的方式来引导课程学习，省去了许多过于专业
的地方与传统的教学方式，更易于吸收。不少
完全没基础的消费者，发现上几节课就可以做
一个简单的游戏，很有成就感。”

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国际贸易研究部主任
赵萍在接受采访时指出，线上休闲文娱行业
需要更好的信息基础设施作为支撑。当前5G
网络商用步伐加快，更好地利用新一代信息

技术和通讯手段，提升用户消费体验，将为
行业发展注入更强的技术动能。

刷剧听歌玩手游，氪金！
——在线音乐、视频、文

字等知识付费项目、网络游戏
迎来增长契机

出门少了，休闲娱乐并没有少。
“在家等开学这段时间，为了追上电视剧

的更新速度，我开通了好几个视频网站的会

员。”在广州工作的中学老师老林如今也和年
轻人一样，成为“刷剧”一族。

数据显示，文字、音乐、视频等线上付
费项目热度持续走高。截至 2 月中旬，爱奇
艺、芒果TV、腾讯视频平台会员较疫情发生
前环比分别增长了1079%、708%和319%，短
视频平台快手、抖音日活跃用户数量不断攀
升，“掌阅”、“得道”等在线阅读软件下载量
也一路走高。

走热的还有游戏行业。近期，国内各游
戏企业在用户规模增长上拿出了亮眼成绩
单。2月以来，Steam在线游戏平台同时在线
人数两度突破历史纪录，达到1900万人，多

款手机游戏和斗鱼、虎牙等游戏直播平台
日活跃用户数量也大幅增长。游戏企业完
美世界旗下多款产品入驻各主流云游戏平
台，企业负责人向记者介绍，春节期间，旗
下手游 《新笑傲江湖》 下载量峰值较除夕增
长了220%。

线上文娱消费需求的增长，相当一部分
来源于线下文娱消费需求的转移。

商务部研究院流通与消费研究所梁威博
士对本报记者分析，居民文娱消费已经形成
一定的消费惯性，观影、观演唱会、观展等
均已成为居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疫情发生
后，线下文娱消费遇阻，一部分消费惯性需

求被集中至线上平台，以线上形式释放出
来，线下票房、演唱会等消费支出转向为线
上数字内容等买单，助推了线上文娱服务消
费规模的增长。”梁威说。

供给端抓紧打造丰富多样且易于获得的
产品，也是线上文娱快递增长的重要因素。3
月24日，上海时装周在线“云上赏云裳”启
幕，消费者在线看秀，气氛火热。疫情发生
以来，针对消费者的特殊需求，相关市场主
体积极转型升级，挖掘潜在市场，云娱乐、
云直播、云看展……景俊美表示，在供给侧
主体多元化、5G技术开始普及、互联网商业
模式日益丰富等多因素助推下，线上文娱行
业整体向好。

“云”上开发新爱好，过瘾！
——文娱行业线上线下融合

的新消费模式热起来，也为老年
群体“打开新世界的大门”

“宅经济”不仅释放了已有消费需求，还
为许多此前很少接触线上文娱产品的群体

“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反正哪也去不了，正好多练字。”去年

8 月才退休的老赵，在直播平台订阅了书法
在线课程，网购了文房四宝，摆开架势学起
了书法。他的老伙伴们也都行动了起来，“我
们这个院里的老年人都没闲着，有人在线上
报班学习新疆舞蹈，有人在直播平台学习烹
饪和园艺。本以为老年人玩不转互联网了，
没想到一‘触网’，发展了不少新爱好！”老
赵说。

一些在线下开展的传统文娱项目，也悄
然向线上转移并蓬勃发展。

刘钢是一位健身教练，由于健身房暂停
营业，他想到了线上带课的法子。“我注册成
为一名线上健身教练，不仅在家就能工作，
也能保持身体状态不松懈。”

许多热爱户外运动的人正在“转战”室
内，“客厅健身”“云健身”成为“宅经济”
增长点。“哔哩哔哩”数据显示，防疫期间该
网站健身运动视频累计播放量达6.6亿次，较
去年同期增长近200%，用户总观看时长同比
增长了164%。

专家分析，文娱行业线上线下相互融合
的新消费模式已经出现，如何使其在疫情结
束、经济回归正轨后取得稳定的长足发展，
成为从业者的新课题。

赵萍指出，当前线上文娱行业仍存在用
户体验不够丰富、盈利能力偏低两大发展瓶
颈，“线上文娱虽然能以廉价、便利的特点吸
引用户，但由于缺乏专业设备和场景，在消
费体验上与线下模式之间存在较大差距；同
时，由于缺乏成熟的商业模式，用户需求价
格弹性大，支付意愿低，行业获取收入仅依靠
充值、打赏等，不确定性较高，难以持续经营。
因此，在疫情结束、经济回归正轨后，存在着线
上文娱行业需求收缩、暂时转移到线上的消费
需求再次回归线下的可能性。”

赵萍认为，要将行业发展的短期动能拓
展为中长期动能，线上文娱产品的生产者应
使消费者在短期内养成的消费习惯保留下
来，为行业提供长期的需求牵引。“内容为王，
线上文娱行业要靠优质的内容吸引消费者。同
时也要在用户交互上加强创新，提高消费者参
与感，靠独特亮点提高用户黏性，形成消费者
与产品之间的良性互动。”赵萍说。

“大量文娱消费短期内转向在线领域，
市场迅速扩张，众多文化产品的同质化问
题比较突出。”景俊美指出，企业应当明确
产品定位，循序渐进。一些处于开发初期的
大众化产品可以通 过 免 费 或 低 价 吸 引 用
户，待产品比较成熟、质量提高后再适当
提高收费。“首先要解决信息基础设施的问
题，提升产品体验，建立丰富的产业生态，
依托先进信息技术创建‘文化+互联网’的
商业模式。”

线上休闲文娱，真爽！
本报记者 汪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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婉转的民歌，优美的对唱、劲爆的摇滚……打开小晶微信朋友圈转发的链
接，悠扬的歌声传来，仿佛置身于KTV内。平时喜爱呼朋唤友到KTV一展歌喉的
小晶，如今转到“线上”，和家人朋友在线K歌，享受“麦霸”的快乐。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许多消费者“宅家”的同时，充分体验在线休闲文
娱的乐趣。“宅经济”正搭建起文娱消费的新场景，“屏幕经济”如火如荼，线
上文娱方兴未艾，让一些原本钟爱传统消费模式的人们在“尝鲜”后感叹：“线
上休闲文娱，真爽！”

““宅经济宅经济””激活新消费⑥激活新消费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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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稳外资”打翻身仗
朱晓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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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浙江省杭州市
淳安县姜家镇中心小学一位
语文老师通过网络直播上习
作课，在茶园现场讲解和茶
有关的传统文化。

毛勇锋摄
（人民视觉）

◀疫情防控期间，江苏
省连云港市连云区韵尔舞蹈
中心推出系列公益舞蹈课
程，丰富人们的宅家生活。
图为韵尔舞蹈中心的老师在
录制视频网上教学。

王 春摄
（人民视觉）

随着疫情防控形势好转，武汉汉口北国际商品交
易中心30多个市场全面开市运行。为助力商户做好线
上线下全面开市，市场积极引入 50 多家互联网平台、
电商平台及直播机构，服务市场商户。图为 3 月 29
日，一名主播在汉口北市场直播销售某款水杯。

新华社记者 肖艺九摄

武汉市场“云”开市

▲许多热爱户外运动的人正“转战”室内，“客厅健身”“云健
身”成为“宅经济”的一个增长点。图为一名普拉提教练用视频指导
学员进行产后恢复训练。 新华社记者 刘 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