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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记者 姜琳）今年社保费减免力

度空前，企业往养老“资金池”放的资金少了，退休

职工养老金会不会受影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28日回应，保发放提前进行了准备和安排，也有

比较雄厚的物质基础，能够确保企业退休职工养

老金按时足额发放。

人社部养老保险司司长聂明隽在当天召开的国

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介绍说，前三季度企业养老

保险基金运行总体平稳，甚至还好于预期。从基金

收支看，总收入2.1万亿元，总支出2.8万亿元。虽然

短期收入低于支出，但基金累计结余4.5万亿元。

“在社保‘免、减、缓’等政策实施前，我们就做

了充分预计和精确测算，对保发放进行了安排。

绝大部分省份保发放没有问题，个别有困难的省

份，在中央帮助下也能够确保发放。”聂明隽说。

他表示，今年企业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比

例提高到4%，全年跨省调剂基金规模达到1768亿

元。此外，今年中央财政对地方养老保险专项补

助资金达5800多亿元，有力支持了各地特别是中

西部地区和老工业基地养老金的发放。

“我们将密切关注各地企业养老保险基金的

运行情况，加强资金监测，研判发放风险，同时帮

助协调调度资金，确保养老金发放万无一失。”聂

明隽说。

人社部数据显示，截至 9 月末，全国参保职工

人数 28635 万人，较去年末增长 4.1%。离退休人

数10659万人，较去年末增长了2.5%。

“当前养老金的问题主要是省际之间的结构

性矛盾。”聂明隽说，目前，全国已经有26个省份和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实现了基金省级统收统支，其

他 5 个省份也正在抓紧推进，确保年底前完成，为

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打下基础。

银保监会提醒
防范金融直播营销有关风险

据新华社电（记者 李延霞）中国银保监会

消费者权益保护局 28 日发布风险提示，提醒社

会公众注意甄别金融直播营销广告主体资质，认

真了解金融产品或服务重要信息和风险等级，防

范直播营销中可能隐藏的销售误导等风险。

银保监会表示，直播带货受到消费者尤其是

年轻消费者的青睐，但有些金融产品相关的直播

营销行为存在风险隐患。由于直播平台开设账

号基本无门槛限制，一些无资质主体擅自开展金

融产品直播营销，涉嫌非法或超范围开展金融营

销宣传活动。有的直播平台为吸引用户，承诺在

平台充值后有高额收益并可随时提现，存在异化

为非法集资的风险。

银保监会表示，有的直播营销对借贷产品、

保险产品、理财产品等搞夸大宣传；有的直播营

销广告以万元借款需支付的日利息来强调息费

低，易导致消费者对借款成本产生错误认识，但

实际的综合年化利率水平相当高；有的直播营销

未能向观众充分提示金融产品存在的风险、免责

条款等。

银保监会提醒消费者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辨

明直播主体资质，弄清发布营销广告、提供金融

产品或服务的主体，注意相应的金融机构、中介

机构或人员是否具备从业资质，选择正规金融机

构和渠道。建议在购买前充分了解金融产品或

服务的重要信息，如借贷产品的息费标准、实际

年化利率，保险产品的保险责任、除外责任、缴费

要求，理财产品的投资风险等。

交通运输部回应自动驾驶：
欢迎和支持技术创新

据新华社电（记者 魏玉坤）近期，百度等一

些企业推出自动驾驶出租车，引发社会关注。

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政策研究室主任吴春

耕 28 日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欢迎和支持有

关城市和企业大力开展创新，在确保安全前提

下依法合规开展试点，加快推进自动驾驶技术

发展和应用。

据吴春耕介绍，交通运输部始终坚持“鼓励

创新、包容失败、确保安全、反对垄断”的总原则，

积极推动自动驾驶技术研发试点和应用相关工

作，取得了积极进展。百度和有关企业近期推出

自动驾驶出租车，运行良好。

据介绍，近年来，交通运输部高度重视自动

驾驶技术的发展和应用，积极构建新基建的运营

场景，助力加快建设交通强国，主要开展了以下

几方面工作：

一是强化政策支持。会同国家发改委等有

关部门出台了智能汽车创新发展战略，支持自动

驾驶技术和产业发展；发布关于推动交通运输领

域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指导意见，提出持续推动

自动驾驶研发应用等相关政策措施和要求。

二是高度重视自动驾驶技术研发。会同科

技部共同推进综合交通运输与智能交通重点专

项课题，两部委共同推进实施。

三是推进相关标准、规范制定。组织制定了

《公路工程适应自动驾驶附属设施总体技术规范》，

组织研究国家车联网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指南。

四是加快相关试点示范。积极支持北京、上

海、河北等地围绕自动驾驶、车路协同等相关智

慧交通的前沿领域开展试点，目前各项工作都在

积极推进。

罕见病到底离我们有多远？是否能够探索

出更加有效的治疗方案？在日前举行的 2020 年

中国罕见病大会上，有关专家给出了答案。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卫生发展研究中心研

究员隋宾艳介绍，罕见病中约有80%是遗传缺陷

所导致的。每个人身上约有5至10个基因缺陷，

一旦父母双方拥有了相同的基因缺陷，就可能生

下罹患罕见病的孩子。虽然这种概率只有万分

之一甚至更低，但是对于遇到的家庭和患者来

说，这就是100%的概率。

“与此同时，罕见病普遍具有遗传性、儿童期

起病、病情严重等特点，流行病学数据缺乏，诊断

治疗手段有限，从确诊到治疗难度大，误诊漏诊

率高。”隋宾艳说，罕见病离你我并不遥远，只要

有生命的传承就有罕见病发病的可能，关注罕见

病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如何推进罕见病防治工作、提升罕见病患者

的生存质量？隋宾艳说，我们对推进罕见病防治

有 4 个方面的倡议：早诊早治、社会支持、激励研

发、医疗保障。

隋宾艳说，早期发现、早期干预是罕见病防

治的最佳途径。此外，罕见病给患者及家庭造

成的身心痛苦巨大，急需社会给予生活、医疗、

心理等方面的支持，为罕见病患者入学、就业等

提供帮助。

在药物研发和医疗保障方面，隋宾艳说，社

会应支持政府制定特殊的罕见病药物激励政策，

来促进更多的罕见病患者获得有效治疗方法。

同时业界和有关方面也应形成合力，使罕见病患

者获得可持续性的医疗保障。

2019年建立的全国罕见病诊疗协作网，为我

国罕见病诊疗工作提供了有力支持。北京协和

医院党委书记、副院长张抒扬说，全国罕见病诊

疗协作网使罕见病双向转诊、远程会诊制度得以

落地，多个病种在全国形成了协作组、研究队列，

同时构建了中文的罕见病知识库和辅助开发工

具，让更多患者实现早期诊断，也让更多医生有

范本可读、有指南可遵循。

目前，在众多罕见病中，只有不到 10%的疾

病有治疗药物，如戈谢病、庞贝病等,大多数罕见

病都处于无药可医的状态。隋宾艳指出，单从药

物研发角度来讲，罕见病患者基数少、市场容量

小、商业投资回报低，导致医药企业在罕见病药

物研发方面动力不足。

2019年2月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加

强癌症、罕见病等重大疾病防治，事关亿万群众

福祉。

推进罕见病防治，有关部委在行动。国家卫

健委主任马晓伟说，国家卫健委会同相关部门印

发了第一批罕见病目录，明确了我国罕见病的概

念和病种范围，划定了管理范畴；组建全国罕见

病诊疗协作网，建立了协作网内罕见病双向转

诊、远程会诊制度；开展罕见病病例直报、发布罕

见病诊疗指南并持续开展培训，为提升我国罕见

病诊疗能力提供了全方位的政策措施保障。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王江平介绍，在通过

政策引导企业研发罕见病药物方面，有关部门印

发了蛋白类等生物药物与疫苗重大创新发展工

程实施方案和医药工业发展规划指南，均将罕见

病药物列为重点支持对象。此外，还将罕见病药

物列为重点监测和保障供应对象，将罕见病药物

产业化项目纳入产业转型和技术改造专项支持

范围，将临床急需的罕见病药品纳入工程化攻关

重点任务。下一步，工信部将在调动科研机构和

生产企业开发罕见病药物的积极性，以及与多方

联动研究制定罕见病药物的激励政策等方面开

展更多工作。

退休职工养老金能否按时足额发放？
人社部回应了：能够确保发放！

罕见病离我们有多远？
专家：早诊早治、社会支持、激励研发、医疗保障

渐冻症、“玻璃人（血友病）”、“木偶人（多发性硬

化）”……罕见病由于临床上病例少、经验少，导致高误

诊、高漏诊、用药难等问题，往往被称为“医学的孤

儿”。世界卫生组织将罕见病定义为患病人数占总人

口0.065%到0.1%之间的疾病或病变。目前国际确认

的罕见病约有7000种，我国有2000多万罕见病患者，

每年新增患者超20万。□新华社记者 陈聪 赵丹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