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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双11”冰与火

蚂蚁首亮数科家底 以数助实有哪些新动作？

蚂蚁集团三步走探路数字化产业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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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六大新品齐发， 蚂蚁集团近日在云栖
大会上公布的数字科技业务全景图， 很快声
名大噪。

蚂蚁集团科技商业化相关业务从2020年
开始快速发展， 包括OceanBase成立独立公
司、蚂蚁链完成品牌升级，另在今年年初，蚂
蚁集团成立数字科技事业群， 整合了在区块
链、云科技、安全等领域的一系列产品服务，
无一不引起舆论的关注与解读。

近两年来， 蚂蚁一直在谋一盘面向产业
的科技服务棋局，而如今，这一业务矩阵已基
本成型，并开始逐步服务更多外部客户。11月
3日，蚂蚁集团首次对外披露了其科技业务进
展及战略方向，并发布云原生、隐私计算、安
全科技、区块链等六大科技产品，一系列助力
机构数字化迈向产业协作数字化的产品体系
亦浮出水面。

以数助实， 将是蚂蚁集团后续发展的重
点课。

亮家底：服务近万家企业

保险公司也需要“保险”你知道吗？目前，
中 华 保 险 借 助 蚂 蚁 集 团 分 布 式 架 构
SOFAStack+mPaaS+OceanBase的保险业
务整体解决方案，给IT基础设施上了“全面保
险”：依托OceanBase的数据迁移服务，中华
财险业务几乎“零改造”，保证了“服务不停数
据不丢”的同时，还能最大化提升运行效率。

2022年3月，中华财险新一代分布式核心
系统上线， 前台业务系统的开发时间缩短
50%以上。 目前，OceanBase已服务金融、政
府、运营商、零售、互联网等多个行业的400多
家客户实现核心系统升级。

这仅是蚂蚁集团服务于机构本身数字化
转型的一个商业化实践成果。11月3日， 蚂蚁
集团副总裁、 数字科技事业群总裁蒋国飞透
露，蚂蚁数字科技业务，在服务企业及机构数
字化、产业协作数字化、可信价值互联三个不
同的数字化生命周期里， 已经联合合作伙伴
推出80多个行业解决方案，在金融、新能源、

版权科技、跨境贸易等领域服务近万家企业。
其中，在服务企业和机构数字化方面，云

原生PaaS平台SOFAStack、 移动开发平台
mPaaS、原生分布式数据库OceanBase，已经
成为企业数字化升级的首选“三件套”，助力
企业打造更安全合规、高性能高可靠、弹性敏
捷的技术底座。

而在产业协作数字化方面， 区块链BaaS
平台、隐私计算平台摩斯等产品，可进一步提
升产业协作效率， 实现多方数据协作与数据
价值释放。

此外，在可信价值互联方面，版权科技平
台鹊凿、 国际贸易履约平台Trusple等产品，
有利于降低多方交易的信任成本， 以可信数
据推动业务价值增长。

这些是蚂蚁集团过去多年积累打磨的技
术体系，且首次以全新的TO�B视角完整呈现。
此外，包括OceanBase、蚂蚁链、ZoloZ等在内
的蚂蚁科技品牌，也分别在一个迈向数字化的
科技业务版图中有了较为具体的定位。

助实业：最大的确定性机会

过去十年， 实体产业的数字化持续经历
变化。第一阶段主要以机构自身数字化为主，
解决了IT生产效率提升；而至第二阶段，产生

了大量数据后， 数据要素的流动使得更紧密
的产业链协作成为可能。

这两大阶段的交错演进正推动数字化朝
着大规模的智能化、分布式发展。面向未来的
分布式商业网络，企业端如何用云，如何升级
业务模式，如何重构产业链关系，成为数字经
济浪潮中的新考题。

基于此， 蒋国飞也提到，“产业数字化协
作是一种实现手段， 也成为最大的确定性机
会， 而这背后所面临的三大基础问题是数据
安全、流转机制、协作效率”。

立足以数助实，攻坚产业协作难题，正是
蚂蚁集团正在进行的重点课。记者了解到，目
前， 其代表性的科技能力和业务主要分三个
板块， 立足于解决产业数字化转型中企业和
机构面临的三个主要问题。

一是服务于机构本身数字化转型的科技
能力和业务。 这一部分主要依托于从支付宝、
蚂蚁集团孵化成长出来的数据库、 云科技业
务、 安全产品和服务， 包括OceanBase、SO-
FAStack、mPaaS、Zoloz等底层科技产品，主
要致力于企业和机构本身的数字化，解决产业
数字化第一步的“有没有完成数字化”问题。

第二则是服务于机构之间产业协作数字
化的技术和产品。这一板块是从蚂蚁区块链延
伸而来的智能科技产品和服务，以蚂蚁链为主

要品牌， 旗下包括区块链BaaS平台、FAIR可
信协作平台等产业协作链接产品和服务，核心
问题是解决机构完成数字化第一步之后，“能
不能在数字世界进行产业协作”的问题。

第三是服务于可信价值互联的平台和创
新产品。 该板块主要致力于推动可信价值互
联，孵化繁荣的分布式商业。在产业协作数字
网络上面， 随着数据价值和数字资产的流通，
逐步进阶下一个可信价值互联的阶段。如在文
化产业领域围绕IP资产流通的鹊凿版权保护
和鲸探数字藏品，如在物流贸易领域围绕出口
商品凭证流转的Trusple国际贸易履约平台。

例如，就在今年4月，万事利首次在“鲸
探”上牛刀小试，利用其全新推出的基于人工
智能超级算力的“万事利AI平台”设计了三款
以杭州标志性城市文化元素为主题的数字艺
术藏品，不到1分钟售出6万件。

要知道， 传统渠道和销售模式下，6万件
实体产品，可能要花数天甚至一个月的时间。
而在元宇宙的世界中,化身为数字产品,则可
以把时间缩短为分秒计。

值得一提的是，用户可以在抢到任一款藏
品后，还可拥有定制实物商品的功能，可一键
付费定制由“万事利AI平台”AI设计、生产且
与藏品相对应的丝巾实物。这也是“鲸探”首次
将数字藏品与定制化实体藏品进行绑定。

谋海外：数字化探路的破冰船

除了在国内覆盖千行百业，目前，蚂蚁集
团数字科技业务触角同样伸向了海外。

例如，早在2018年7月的北京，时任巴基
斯坦央行行长的塔里克·巴杰瓦，曾借用蚂蚁
集团CEO井贤栋的支付宝， 尝试扫码买了一
包中国产的葡萄干。168天后， 蚂蚁技术帮助
巴基斯坦版“支付宝”Easypaisa上线了南亚
地区的首个区块链跨境汇款， 方便在大马打
工的巴基斯坦人把钱汇到老家。

Easypaisa实现了从线上到线下扫码以
及小额贷款的突破， 也为更多巴基斯坦普通
家庭和小微企业提供普惠金融服务， 当地人

用起来也能享受到数字普惠时代技术带来的
红利。其中，仅在2021年前5个月，巴基斯坦消
费者通过该公司平台完成3200万笔支付，总
金额达560亿卢比。

又如， 晶灿玻璃是一家从夫妻档做起来
的义乌中小企业，主要做一些水晶珠装饰品，
印度、 巴基斯坦、 欧美等市场都有他们的客
户。2020年 9月， 老板娘袁晶通过蚂蚁链
Trusple平台把公司主打的水晶饰品销往墨
西哥，并在次日就收到货款，比以往节省了近
八成时间成本。

目前， 蚂蚁链跨境履约及金融服务平台
Trusple已经与来自13个国家和地区的41家
贸易生态伙伴达成合作， 服务了大量中小跨
境商家。

再如， 承载无数船只的大海也在掀起数
字化的激浪，“全球航运商业网络GSBN”就借
助了蚂蚁链、甲骨文、阿里云和微软等公司技
术推出了无纸化放货业务，直接将原来2-3天
的放货流程缩短到1-2小时，大大提高了进口
效率， 也缓解了疫情冲击给跨境贸易小微企
业带来的压力。

无纸化放货业务自2021年在中国成功亮
相以来，已拓展至东南亚、欧洲和拉丁美洲，
为超过10000名客户服务。

可以确定的是，当前，无论是国内还是海
外，数字技术正与各行各业深度融合，无论是
企业自身， 还是跨企业的产业协作都存在旺
盛的数字化需求。对企业而言，数字化能够帮
助企业提效降本、敏捷创新，驱动业务高质量
增长。对产业协作而言，数字化的本质是构建
数据协作网络，助力产业链接、信任构建与价
值共享。

面向未来， 蒋国飞表示，“蚂蚁数科将聚
焦核心技术突破、 助力产业协作数字网络构
建，推动分布式商业繁荣”。在他看来，在以数
助实的发展中， 寻求单点技术突破不再是单
一命题， 科技产品应成为各行业上下游之间
的可信粘合剂，以此提升产业活动的效率，并
在此基础上促进产生商业的新形态、新机遇、
新增长。 图片来源：企业供图

蚂蚁集团副总裁、数字科技事业群总裁蒋国飞现场发言

10月外汇储备增加235亿美元
北京商报讯（记者 廖蒙）11月7日，国

家外汇管理局公布2022年10月末外汇储
备规模数据。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10月
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0524亿美元，较
9月末上升235亿美元，升幅为0.77%。黄金
储备6264万盎司，与前值保持一致。

回顾年内外汇储备走势，2022年以
来， 我国外汇储备规模整体呈现波动下行
走势。2022年1月， 我国外汇储备规模报
32216.32亿美元， 后逐渐回落至31000亿
美元关口下方。 过去的10个月里， 仅有5
月、7月与10月外汇储备规模数据出现回
升，其他月份均为下降。

10月外储较9月末上升235亿美元，也
结束了外储连续两个月的下滑走势。 对于
10月外汇储备规模变动，国家外汇管理局
指出，2022年10月， 受主要国家货币政策
预期、宏观经济数据等因素影响，美元指数
小幅下跌，全球金融资产价格涨跌互现。汇
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
当月外汇储备规模上升。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分析
指出，10月我国外汇储备规模回升受到汇
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产
生的正估值效应影响。2022年10月，美元指
数下跌0.5%至111.5，非美元货币中，欧元上
涨0.8%，英镑上涨2.7%，日元下跌2.7%。

“此外，主要国家金融资产价格涨跌互
现， 以美元标价的已对冲全球债券指数下
跌0.3%；标普500股票指数上涨8%，欧元
区斯托克50指数上涨9%， 日经225指数上
涨6.4%。”温彬补充道。

对于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 北京
商报记者了解到，进入2022年以后，全球
金融市场持续波动， 美联储接连加息进一
步放大波动。美元指数持续升值，包括人民
币在内的主要非美货币对美元汇率出现不
同程度的贬值， 全球股票和债券等金融资

产价格涨跌互现。 而我国外汇储备以美元
计价， 外汇储备规模也因此在合理范围内
发生变动。

目前， 我国银行业资产总规模位居全
球第一，股票、债券、保险规模位居全球第
二，外汇储备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人民
币国际地位大幅提升，全世界80多个国家
和经济体将人民币纳入储备货币。

“在当前外部金融环境波动加大背景
下， 中国较大规模的外汇储备将继续发挥
抵御各类外部冲击的压舱石作用。”中银证
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表示。管涛指出，
不论是从传统的进口支付能力、 短债偿付
能力， 还是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外汇储备
规模适度标准来看， 中国外汇储备都是比
较充裕的。

另一方面， 中国海关总署11月7日公
布的最新数据显示，10月中国进出口总值
3.55万亿元（人民币， 下同）， 同比增长
6.9%。 其中， 出口2.07万亿元， 同比增长
7%；进口1.48万亿元，同比增长6.8%。贸易
顺差5868.1亿元，扩大7.6%。

进出口总值也将对外储规模形成支
撑。 温彬指出，10月我国货物贸易实现顺
差851亿美元，持续保持高位，经常账户和
直接投资等国际收支基础性顺差继续在跨
境资金流动中发挥稳定性作用， 有利于支
持外汇储备规模保持总体稳定。

对于我国外汇储备规模的后续走势，
多位分析人士指出， 经济基本面将为其提
供强有力的支撑。管涛表示，未来全球金融
市场走向依然存在很多不确定、 不稳定因
素， 但我国外汇储备积极经营管理能够有
效抵消市场因素在估值方面的负面影响。

国家外汇管理局同样强调， 我国经济
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
基本面不会改变， 将继续支持外汇储备规
模保持总体稳定。

银行系电商平台表现如何？11月7日，北
京商报记者调查发现，今年“双11”在众多互
联网电商平台卖力宣传的同时， 银行系电商
平台依旧表现淡定。 建设银行旗下电商平台
“善融商务”在11月4日-13日推出了美好生活
狂欢节活动， 消费者可享受甄选好物5折起、
领券等福利。 光大银行购精彩商城在农产专
区以及贵金属专区向消费者发放了8.8-98元
不等的优惠券，消费者通过手机银行、微信等
渠道进入平台领券中心就有机会领取。 除此
之外， 北京商报记者通过官方信息并未查询
到其他银行系电商平台的宣传造势活动。

今年上半年，工商银行发布公告称，因业
务调整于6月30日24：00停止“融e购”个人商
城相关服务一度引发行业热议。“融e购”下架
后，“善融商务”的发展备受多方关注。事实上，
该平台运营主体变更早有端倪，早在今年3月，
建设银行就曾宣布，因业务调整，自4月25日起
将“善融商务”经营主体由建设银行变更为建
信金服，由建信金服负责“善融商务”的经营。

彼时，有不少声音认为，“善融商务”此次
运营主体变更是银行对其发展前景不看好。博
通分析金融行业资深分析师王蓬博在接受北

京商报记者采访时指出，主要原因还是银行系
电商平台作用在持续下降，一方面无法利用自
身资金和风控优势形成真正的经营闭环；另一
方面经历过大促销后， 用户转化留存成果不
足。针对运营主体变更后“善融商务”下一步的
展业方向，北京商报记者向建设银行发去提纲
进行采访，但截至发稿未收到回复。

王蓬博指出， 在当前市场自由竞争的大
环境下，银行系电商平台逐渐式微，也让银行
发现依靠电商场景不足以带动相关金融业务
高速增长，这也是银行系电商平台在今年“双
11”推广投入不足的原因。当然，除此之外，无
法形成规模化效应，投入产出比过低、消费者
体验等方面天然不具备优势也是银行不再发
力投入的原因。

当前， 银行系电商平台内生动力不足已
成为行业共识。不过，面对“双11”的消费契
机，银行也同样不会停下脚步，除了发力信用
卡渠道，通过主动降息、提升额度抢占消费场
景之外，也有银行通过手机银行App拉新、与
互联网电商平台合作欲加大消费场景建设。

例如，中国银行手机银行推出福利，助力
“双11”，在登录签到有礼活动中，通过该行手

机银行首页热门活动或广告位进入活动页
面，签到即可参与抽奖。每期活动中客户可中
奖1次且100%中奖，奖品包括1元、88元及288
元话费券。 宜兴农商行近日推出的狂欢“双
11”活动也与手机银行渠道有关，11月11日上
午10点起登录“宜兴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支付
1.1元、11.11元， 即可抢购10元天猫商城电子
券、100元天猫商城电子券“双11”购物福利。

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 除了通过手机银
行“双11”活动拉新、获客之外，也有不少银行
将金融场景扩围至互联网电商平台。

以淘宝平台为例， 想通过分期付款购物
除了可以选择“花呗”这一方式外，现在也可
通过多家银行信用卡进行分期付款。 北京商
报记者亲测发现， 以一台价格为4699元的电
脑为例，除了选择“花呗”之外，消费者还可以
选择包括交通银行、建设银行、招商银行、民
生银行、平安银行、华夏银行、江苏银行、宁波
银行在内的十多家银行信用卡进行分期付
款，均为3期免息，还有部分银行信用卡分期
支持满1000元减50元的活动。

在王蓬博看来， 虽然银行系电商平台优
势不再，但“双11”是一个有着明显效果的拉
新、获客渠道，从行业竞争角度和客户需求角
度考虑，银行都要开展多项目的营销需求。另
外一方面也是银行响应号召， 在促进消费恢
复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的体现。

“未来， 银行场景金融服务的重点将加快
从C端消费互联网向G端政务服务和B端产业
赋能拓展转变，场景金融服务的逻辑将从‘普
惠+流量’变为‘专业+个性’。”招联金融首席研
究员董希淼认为，银行应从自身资源禀赋和业
务战略出发， 基于核心和重要用户群体需求，
与外部机构深度合作，融入多种场景，相互赋
能、协同创新，实现多方共赢，让银行服务触
手可及、无处不在。 北京商报记者 宋亦桐

一年一度的“双11”对于银行而言，一方面有助

于扩展消费场景，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加大获客力度。

而面对“双11”的消费增长契机，长时间不温不

火的银行系电商平台仍旧选择冷淡以对，

宣传造势活动劲头不足，不过，银行并

未放弃电商节热点， 而是在垂直

化消费场景祭出诸多“新招”吸引

消费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