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市轨道交通车站智能化建设、全息管理智慧病房建设、全流程

数字人民币技术应用……9月28日，北京市第三批应用场景建设项目

清单在2021中关村论坛技术交易暨合作签约活动上正式发布。项目

之外，清单也描绘了一座智慧城市建设的未来图景。

“消息属实，会继续与其他平台一起面向未来，相向而行。”9月

28日，面对市场上阿里旗下多应用接入微信支付的传言，阿里给出

了肯定的回答。

据悉，阿里旗下饿了么、优酷、大麦、考拉海购、书旗等应用均

已接入微信支付。淘特、闲鱼、盒马等App也已申请接入微信支付，

正在等待微信审核。

从美团、拼多多支持多种主流支付渠道，到阿里接入微信支

付，在监管的持续施压之下，互联网的“拆墙行动”正在跨越最难

的一道支付关。

不破不立。支付宝53.58%的市场份额和微信支付39.53%的市

场份额，几乎拿下了国内的整个移动支付市场。长期以来支付领

域的“两分天下”甚至让人忘了其他的存在，而这正是垄断的可怕

之处。

互联网时代，巨头博弈不过一个流量变现，支付既是工具，也是

这其中的关键一招。团购、出行、旅游甚至租房，传统的BAT通过圈

地大战形成了阿里系和腾讯系，庞大的业务网千丝万缕，流量走向

盘根错节，但只要握住了支付，也就握住了流量变现的终极密码。

大大小小的互联网企业，没谁不对金融业务虎视眈眈。拼多多

上线多多钱包，美团推出美团月付，还有快手并购易联支付曲线获

得支付牌照的传言，B站备案支付域名的举动，可见金融支付领域

的战况之激烈。

流量变现的巨大诱惑，用户画像的深度挖掘，清算合规的潜在

风险，从利益归属到问题规避，都可以用发展自己的结算业务来解

决，堪称一本万利。而苹果、谷歌一再被推上被告席，“苹果税”只是

引子，归根结底是通过支付系统形成了闭环，让高额抽成变得顺理

成章。

反垄断锁定移动支付，板上钉钉，靠封闭场景与垄断用户、数

据、流量的时代要变了。外链解禁，打开流量之墙，竞争放开，各凭

本事。然后，由表及里，支付互通。

触及利益比触及灵魂还难。支付拆墙，涉及的是利益的再分

配，动的是既得利益者的奶酪。但也唯有如此，才能打破天下两分

的局面，激发创新的活力。

通则不痛。互联网拆墙，支付这道垄断之关必须要过。收益如

何合理分成，是考验互利合作的试金石。而支付终归是金融问题，

还包括风险如何管控、数据隐私如何保护、结算规则如何统一、清

算过程如何精准，桩桩件件都是支付领域互联互通的必答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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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转型 城市治理“方案”请查收

9月二手房成交量骤减 北京楼市一叶知秋

政策调控“打补丁”

疫情过后，购房积压需求得到释放，加之“学区

房”概念受热捧、信贷资金违规流入房地产市场等

因素影响，北京二手房交易曾经历过一轮上涨“热

情”。然而“热情”过高，也成为政策关注的重点，整

顿“学区房”炒作乱象、严查违规资金流入楼市、打

击假离婚买房等政策接连落地。

今年7月，北京西城区严格落实号称史上“最

狠”学区房政策———多校划片，迅速拉开了学区房

降价的大幕，传统“顶级学区”德胜、月坛等大幅降

价案例层出不穷。有媒体曾报道称，德胜一套房龄

40年，建筑面积为38平方米的“老破小”，最近以“低

价”完成交易。不到两个月时间，同一套房子的差价

却达到了120万元。

今年8月初，北京市住建委发布《关于进一步完

善商品住房限购政策的公告》，也彻底封堵了“假离

婚”买房问题。夫妻离异的，原家庭在离异前拥有住

房套数不符合北京市商品住房限购政策规定的，自

离异之日起三年内，任何一方均不得在该市购买商

品住房。政策调控“打补丁”，浇灭了北京刚刚热起

来的二手房市场。

二手房市场信贷收紧

除上述政策调控“打补丁”外，二手房市场信贷

全面收紧则可谓直击“要害”。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分析认为，二手房

市场信贷收紧，全面抑制换房客户。其表示，网签数

据相对滞后，特别是最近各地开始加强二手房价格

管控，很多城市公布的网签成交量开始滞后市场，

实际市场跌幅比网签更大。二手房市场放款难，已

经全面抑制市场活跃，特别是一二线城市，二手房

占比高，当下贷款周期已经超过3个月，年内放款难

的情况持续下，市场成交量不断减少，包括深圳等

城市成交量已经是多年最低点。

根据之前北京商报记者的调查，北京多家银行

分行以及支行表示已无房贷额度。同时，资质审核也

日益趋严，部分银行表示，客户有未还清消费贷或信

用贷的，有可能会影响房贷的审批额度，甚至不能通

过审批。审批时间延长、放款周期延长，将直接影响

到购房者的买房热情，甚至部分购房者暂时“失去”

贷款资格，基本上限制了超一半的购房需求。

去年12月31日，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

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关于建立银行业金融机构房

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制度的通知》（以下简称《通

知》），建立了银行业金融机构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

理制度，自2021年1月1日起实施。

《通知》根据银行资产规模及机构类型，分五档

对房地产贷款集中度进行管理。其中，第一档的中

资大型银行的房地产贷款占比上限和个人住房贷

款占比上限分别为40%和32.5%；第二档的中资中

型银行两项占比分别为27.5%和20%，并根据实际

情况对占比超标的银行设置两年、四年调整过渡

期。监管“红线”出台后，多家银行房贷额度超标，这

也是信贷政策不得不收紧的主要原因。

新房市场受影响

市场情绪总是一致的，北京二手房市场降温，

新房市场也未能幸免。“我们7月的网签还很好，8

月就掉了，9月就更严重了，不是因为没客户，都是

二手房等着置换的。”顺义某项目营销总向北京商

报记者透露，最近自己频繁向总部申请，希望批准

给交了首付、但因二手房置换原因暂时腾不出资

格的购房者宽限换房周期。他们与购房者沟通得

知，大部分购房者目前均卡在卖房时，买方信贷批

不下来。

“感觉是一瞬间，7月我们一天一套的速度，现

在就全面搁置了。”但这位营销总也直言：“大家都

抢回款，总部原来给我们就3个月，现在又是年底

涉及年报，估计挺难的，但不宽限成交也卡在这，

没办法。”

张大伟称，北京楼市已经明显地进入了下行

通道。要警惕市场急速下调后出现价格战，按照目

前情况，大部分企业对第二轮集中供地积极性不

大，市场全面降温，企业资金链压力越来越大。这

种情况下，不排除部分新入市项目开始价格战的

可能性。

当新房与二手房的价格出现明显倒挂，二手

房市场的回温还有一段长路要走。事实上，二手

房的上涨动力已经遭到新房“情绪”的削弱。目前

北京的政策核心是“稳地价”，第一批集中供地整

体溢价率不过10%左右，处于全国较低水平，多

宗地块因触及“双限”而转入竞高标准商品住宅

建设方案投报程序。

北京第二批集中供地在路上，北京商报记者也

有相关统计，溢价率整体不超过10%，最高溢价率

也不过15%，且通过加入了现场摇号、竞现房等新

的竞价方式，进一步遏制地块高溢价的产生。

北京商报记者卢扬王寅浩

提供平台

供需对接成果转化

9月28日是2021中关村论坛主会期的最

后一天。5天的主会期内，共举办会议、展览、

发布、交易、大赛、配套活动六大板块60场活

动。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刘印春表示：“本届

论坛是一届高水平的论坛，取得了丰硕成果。

未来，北京将加紧制定中关村新一轮先行先

试改革实施细则和试点方案，围绕做强创新

主体、集聚创新要素、优化创新机制等方面进

一步深化改革。”

中关村论坛汇聚了国内外最前沿的先进

技术。而对于新技术、新模式来说，寻求成果

转化、商业落地一直是“关键一步”。多家企业

负责人在采访中告诉北京商报记者：“借中关

村论坛的平台，得以与更多的合作伙伴进行

交流、展开合作。”

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大会也由此而来，

打造“全球买，全球卖”的技术交易盛会。本次

大会汇集了近3000项技术交易项目、700余项

国内外新技术新产品和600多项数字化转型

应用技术需求。

此次技术交易大会共举办了17场系列活

动。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大

会以促进项目合作和落地转化为主旨，按照

“5+365”服务模式，持续打造永不落幕的中关

村国际技术交易盛会，全力构建中关村国际

技术交易生态圈。

“中关村前沿科技投融资联席会”和“开

放科学国际创新联盟”也在此次大会上成立，

共同推进科技资源利用效率的最优化利用，

营造科技资源开放共享、创新发展生态体系，

促进北京开放科学的深入实践与创新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大

会首次设置“数字化转型供需对接大会”板

块，重点围绕“工业赋能”和“未来城市与美好

生活”两个专题展开。

未来展望

商用落地智慧城市

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供需对接中，“智

慧”是最核心的关键词，这也正是2021中关村

论坛的主题之一。细看供需项目单，处处都是

未来智慧城市的细节展现。

如智能驾驶技术正逐步实现商用落地，

更多场景下的应用需求也正被激发。北京大

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管委会招商局发布需

求，希望自动驾驶能在智慧机场中应用。

需求现状中写道：“由于大兴机场距离北

京市内较远且具有较多夜间国际航班，现计

划通过自动驾驶技术实现大兴机场与临空区

居住区之间的乘客往返接驳，后期园区将逐

步扩展线路规模，实现大规模、多线路，探索

商业化自动驾驶，在为区内居民提供方便的

同时，为企业提供市场拓展和应用场景的展

示平台。”

实现交通系统的“减量增效”，除了智能

驾驶，整体出行规划也是重要手段。北京交通

发展研究院研发中心主任■凯告诉北京商报

记者：“预约出行系统将是新型交通组织模

式，未来每个移动的个体、交通工具都将实时

在线，通过智能方式实现全局的优化和调度。

2020年起北京已经开始在地铁限流车站开展

预约进站试点，目前来看试点效果很好，证实

了预约出行的可行性。”

智能也将走向更多日常领域。如北京市

民政局发布了“老年人跌倒监测与防护场景”

的需求。目前，已有智慧养老产品用于老年人

跌倒监测和防护，但大多设备还停留在实验

室阶段，已上市产品的应用效果也有待检验。

该场景希望基于多传感器设备的固定或可穿

戴跌倒感知技术，获取各类状态。当老年人摔

倒发生时，立刻与远程平台通信告知地址和

实时生理信息。

复制推广

打造有黏性的产业生态

与数字化转型供需对接一脉相承，此次

北京市发布的第三批30项应用场景建设项目

清单，同样围绕医疗健康、政务服务、智慧交

通、城市管理等领域。

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副主任侯云表示，

诚邀各类创新主体积极与需求单位对接，发

布单位将以公开、公正、客观透明的遴选方

式，选出优势项目公司，参与到应用场景建设

项目当中来，推动新技术新产品的示范应用，

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商业模式，打造具有黏

性的产业生态系统。

新技术、新模式需要在应用场景中得到

验证、迭代和示范推广。“智能产业选好典型

的应用场景非常关键，在这个场景里做好脚

本设计，倒逼企业参与进来。不是在一个大赛

上简单地做个PPT，而是要在真正的场景里应

用，来实现技术的验证和进步。比如智能驾

驶，你就在赛道里跑，把安全驾驶员撤下来，

随机安排假人穿越马路，这样才能让企业更

多地把注意力放在核心技术上。”清华大学计

算机系教授邓志东告诉北京商报记者。

北京市正积极推进应用场景建设相关工

作。2019年6月，北京市公布首批10个应用场

景项目名单，总投资额超过30亿元。以重点领

域、重点区域应用场景建设为突破点，北京市

正组织形成一批量级大、带动性强的应用场

景项目。

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主任许强也在

9月27日的发言上表示，北京将适应创新范式

新变化，推动科技创新面向生产生活新需求。

“大数据、人工智能、平台驱动，成为继

实验科学、理论分析和计算机模拟之后新的

科研范式。以数据、算力、算法为代表的人工

智能新技术，极大地加快了创新速度。北京

将以平台驱动，实现创新加速。目前，北京正

在建设集成电路试验线平台、未来智能系统

平台、基于区块链的可信数字基础设施平

台、分级架构底层数据打通的车联网平台

等。”许强表示。

北京商报记者陶凤王晨婷

9月28日，北京商报记者从中原地产研究中心了解到，随着各种调控政策的升级，

北京二手房市场出现全面冰冻，截至9月27日，二手房成交量只有1万套左右，预计全

月只有1.25万套。以1.25万套计算，该成交量较8月的15942套骤减超3000套，下降幅

度约21.6%；与今年3月份最高点22172套相比，成交套数减少约1万套，下降幅度高达

43.6%。“降温”的背后，是政策调控的不断加码，也是贷款额度收紧直击“要害”。

汇集近3000项技术交易项目、700余项

国内外新技术新产品、600多项数字化转型
应用技术需求

共举办17场系列活动

发布了百项新技术新产品榜单、百项国

际技术交易创新项目榜单、百项数字化转
型需求榜单

发布了金额达100亿元的北京首发展华夏
龙盈接力科技投资基金

>>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大会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