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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0日，广东省中山市银行业协会发布消息

称，近日，中国建设银行中山市分行（下称“中山建

行”）率先在供应商场景中引入数字人民币结算，

成功实现供应商数字人民币支付场景搭建，新增

供应商实现数字人民币钱包100%覆盖，这标志着

中山建行在供应商数字人民币支付业务领域达成

重要突破。

除此以外，今年以来数字人民币在多个场景

迎来突破性进展，其中“涉贷”领域尤为突出，并已

累计授信超900万元。

业界普遍认为，数字人民币金融贷款服务，是

数字人民币应用场景不断拓宽的表现之一。数字

人民币是数字经济时代的重要金融基础设施，对

于优化营商环境、助力普惠金融等具有极其重要

的意义。

实现科技金融服务领域场景拓展

当前，数字人民币试点已实现多领域突破，其

中“涉贷”场景落地情况受到市场关注。经记者梳

理，今年以来，数字人民币在“涉贷”领域实现多项

进展，据不完全统计，综合测算已累计授信超900

万元。

日前，江苏银行无锡分行以数字人民币向科

创企业江苏神事达气动科技有限公司发放“锡科
贷”信用贷款200万元，实现了数字人民币在科技
金融服务领域的场景拓展。早前，江苏银行曾官
宣落地江苏首单数字人民币“苏科贷”。

“科技金融服务领域场景拓展可以极大地缓
解科创企业的资金压力。”易观分析金融行业高级
咨询顾问苏筱芮表示，数字人民币在贷款业务领
域的普及，可为小微企业及个人的贷款发放提供
便捷途径，并切实降低企业交易支付成本。

3月3日，在人民银行镇江市中心支行推动指

导下，交通银行镇江大港支行以数字人民币形式，
向一小微科技型制造企业发放贷款190万元；1月
份，交通银行扬州分行发放江苏省扬州市首笔数
字人民币贷款500万元，这是交通银行扬州分行落
实普惠数字应用的新实践。

此外，今年以来邮储银行也在加速落地数字
人民币“涉贷”场景应用，从个人消费贷款拓展到
对公信贷，在多个试点地区基于供应链金融、普惠
金融场景成功发放数字人民币贷款。其中，2月10
日，在人民银行达州市中心支行的指导下，邮储银
行达州市分行成功发放29万元数字人民币小微贷

款；2月17日，在人民银行眉山市中心支行的指导
下，邮储银行丹棱县支行成功向客户简女士发放5
万元数字人民币个人汽车消费贷款。

在博通分析金融行业资深分析师王蓬博看

来，贷款业务是数字人民币重要的应用场景。他

表示，“数字人民币结合智能合约技术，能够解决

贷款流程中不透明、流向难以把控等难题，可降低

小微企业的信用成本，提升银行的放贷规模。而

企业使用数字人民币进行后续支付结算能够免手

续费、服务费，降低企业的资金成本、提高资金周

转效率。”

正“解锁”更多应用场景

经记者梳理，数字人民币“涉贷”领域应用，目

前已涉及汽车消费贷款、制造业贷款、个人信贷、

“三农”贷款、住房公积金贷款、科技金融服务贷款

等多个场景。比如，2022年6月份，江苏银行苏州

分行以数字人民币为主要形式向苏州相城冯梦龙

村农户范老伯发放“园梦宝”贷款110万元，这是由

银行发放的全国首笔数字人民币“三农”贷款等。

同时，今年以来多地发布数字人民币相关规

划目标，在不断丰富普惠领域应用中提及推进数

字人民币贷款领域应用。如，江苏省人民政府办

公厅发布的《江苏省数字人民币试点工作方案》，

明确在全省稳妥有序开展数字人民币试点，并提

及稳妥推进以数字人民币形式发放小微贷款、专

项补贴；在绿色发展方面，探索数字人民币在绿色

信贷等方面的应用。
多位受访者认为，作为推动数字化建设的抓手

之一，数字人民币在数字经济时代中为各地数字经
济建设提供了安全、便捷的支付方式，同时也为金
融监管、金融产品设计提供更多选择性和可能性。

苏筱芮告诉记者，“数字人民币在贷款业务领
域的普及能够使多方受益，主要体现在三个方
面，一是数字人民币钱包开立的便利性和账户耦
合性，有助于其更便捷、更低成本地触达客户；二
是有望节省原本通过第三方支付而产生的渠道
费用；三是可确保授信资金闭环流转及用途真实
可信。”

展望未来，王蓬博预计，后续数字人民币在对
公场景中将得到进一步深化，对公钱包数量亦将
持续增长。同时，数字人民币也将在涉及资金存
管、归集和划转等需要信用自动加持的场景中，起
到降本增效的作用，为实体经济的发展提供更大
助力。 据《证券日报》

当前，库存指标出现了积极的信号，即51个月来百城

住宅库存规模首次出现同比下降态势。

3月22日，易居研究院公众号发布的《中国百城住

宅库存报告》显示，截至2023年2月底，全国100个城市

新建商品住宅库存总量为 51181 万平方米，环比减少

2.4%，同比减少0.2%。在过去连续50个月库存规模同

比正增长的情况下，当前库存数据首次出现同比下降

态势。

“出现该走势有很多原因，包括2月份的新盘供应相

对不多、市场交易数据好于预期等。总体上说，库存数据

首次出现同比下降，具有非常强的信号意义。”易居研究

院研究总监严跃进对记者表示，百城库存的最大压力期

已经过去，充分体现了购房支持政策是积极有效的。

结合3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来看，今年1月

份至2月份，商品房销售面积15133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3.6%，其中住宅销售面积下降0.6%。商品房销售额15449

亿元，下降0.1%，其中住宅销售额增长3.5%。再从3月16

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月份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

价格变动情况来看，2月份，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

售价格环比上涨城市分别有55个和40个，比上月分别增

加19个和27个。

“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降幅显著收窄，新建住宅

价格和二手房住宅价格出现不同程度的回升，显示楼市

出现积极变化。”东方金诚分析师唐晓琳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表示，未来，政策力度和方向不变的情况下，楼市可能

会迎来一个缓慢的回暖过程。

58安居客研究院院长张波也表示，目前来看，房地产

市场触底复苏的态势非常明显，部分城市已进入“小阳

春”行情。结合房地产开发投资数据等综合指标来看，楼

市总体回暖的基调已经明确，政策的确定性增强，市场信

心正不断增强。

随着购房需求的逐步释放，从3月份以来的成交数据

看，目前重点城市仍保持着较好的活跃度。

中指数据显示，3月份以来，重点城市的房地产市场

情绪继续修复。3月13日-3月19日，重点50城新建商品

住宅周度成交面积环比小幅增长7.2%，同比增长47%，绝

对规模保持相对高位。重点10城二手房成交套数虽然较

上周小幅回落7.8%，但当前仍为2019年以来周度成交高

位，同比增长仍近100%。

严跃进告诉记者，从2月份的百城去化周期来看，全

国100个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存销比即库存去化周期为18.9

个月，这也意味着市场消化完这些库存的时间需要18.9个

月。尤其是在3月份以来新房交易数据总体继续处于复

苏的状态下，这为后续房地产市场去库存增加了动力。

预计3月份去库存数据将继续改善。 综合

“要重新想象我们的生意，重新评估我们的

价值链，重新连接我们的客户。”在近日于京举

行的2023中国服装论坛上，从业者的一句话，

道出当前服装业的现状。

从线上电商、视频直播，到元宇宙旗舰店，

渠道加速变化；从柔性制造、个性定制，到工厂

合伙人，生产逻辑不断颠覆。用新技术、新模

式、新理念应对挑战、挖掘市场，服装业正向

“新”而行。

新技术，科技与品牌“双向奔赴”

“我从大年初一就开始接连出差，几乎没有

中断过。这段时间圈内科技的一些进展让我觉

得在被‘追着跑’。”2023中国服装论坛，凌迪科

技Style3D创始人刘郴在发言中感慨，自己有一

种“只争朝夕的感觉”。

技术变革日新月异。对服装业而言，不仅

要跟上风向标，更要在这个过程中用好技术价

值，赋能产品、服务用户。

这是一场科技与品牌的“双向奔赴”。论

坛期间，爱慕集团董事长张荣明分享了对“元

宇宙旗舰店”的试水。在这个虚拟社区的“旗

舰店”里，分为展示区、商品区、休息区等空

间，拥有全景产品建模以及虚拟试穿等体

验。不久前，爱慕将品牌博物馆的文化展

“搬”进了元宇宙空间。张荣明认为，将数字

技术沉淀到品牌建设中，有助于与年轻消费

者建立更紧密的连接。

流量在哪里，用户就在哪里。今天，数字

社区、视频直播等形式成为用户特别是年轻用

户的“聚集地”，品牌也同样要踏上“节拍”。天

眼查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现有元宇宙相

关企业3120余家，其中，2022年新增注册企业

240余家。

在网络上生成3D数字化服装，缩短市场反

馈周期，提升开发“爆款”的效率；尝试数字化虚

拟影像，时装发布采取“虚拟+现实”的模式……

抓住渠道变革、适应渠道变革，服装企业不断在

实践中探索。

“这是服装行业新旧动能转换期、发展模式

转型期，也是消费需求的转变期。”中国纺织工

业联合会会长孙瑞哲在论坛上表示，通过数字

技术，服装业不断挖掘自身动能，实现赋能、赋

智、赋值。

新模式，追求产业链供应链的协同

3月，纺织服装行业生产旺季。在山东淄

博，鲁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为京东京造开辟的

全新生产线已投入运营。“平台大数据可以及时

反馈用户需求，指导工厂更全面了解市场。”企

业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京东京造与鲁泰通过

C2M模式共同研发的一款衬衫，在同类产品销

售中位居前列。借助平台渠道直连产销，为企

业开辟内销市场提供助力。

让更多的互联网平台、渠道商、供应商成为

合作伙伴，把供应链打造成价值链。“工厂合伙

人”的概念，正在服装业内走俏。一位从业者告

诉记者，产品、价格、服务是消费者最关注的三

大要素，打通上下游、协同供应链，以更优的产

品、更合适的价格、更好的服务为标尺，越来越

多的制造商在生态圈中建立“工厂合伙人”。

产品在生产线上就知道卖给谁、卖到哪里，

称为“不入库”。从“库存率”到“不入库率”，指

标之变同样折射了服装业生产逻辑的变革。

通过工业互联网，让每件服装、每块面料拥

有“身份证”，柔性制造更广泛普及；导入消费数

据，捕捉潜在需求，越来越多的制造商聚焦用户

体验做文章……

“要在扎实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

现代化的同时，充分释放数字技术对行业发展

的放大、叠加和倍增作用，让科技创新这个关键

变量成为产业发展的最大增量。”中国服装协会

会长陈大鹏表示。

新理念，更可持续更环保

日益丰富的物质文化需求和消费升级叠

加，在商品之上，人们期待更多彰显文化底蕴、

生活理念、美学价值的产业表达。

“以文化自信打造品牌内核，将文化自信转

变为品牌自信”“要持续打造符合消费者需要

的，满足生活方式和审美变化的服装”“强化东

方美学在产品中的记忆融合、资源转换与市场

应用”……论坛中，用新理念打造品牌文化，是

很多从业者的共同感悟。

在绿色发展中挖掘更多空间。安踏推出了

以可生物降解的聚酯纤维为环保材料的卫衣产

品，江南布衣发布了“布尽其用”项目，爱慕等服

装品牌建设使用清洁能源的工厂……越来越多

的企业在材料、设计、生产、销售、回收等环节践

行绿色理念，进行低碳转型。

记者从工信部了解到，数字化助力消费品

工业“三品”行动已启动，明确鼓励开发应用节

能降耗关键技术和绿色低碳产品，深化产品研

发设计和生产制造过程的数字化应用，积极拓

展绿色消费场景。

“产业要秉承长期主义，用专注的态度做正

确的事情。”陈大鹏说，中国服装协会将推进可持

续时尚的践行，推动构建负责任的产业生态体

系、绿色供应链体系。 新华社北京3月23日电

数字人民币应用场景密集“上新”
今年以来“涉贷”领域累计授信已超900万元

元宇宙里“开店”服装业向“新”而行

昨日，恒大汽车发布公告称，旗下首款量产

车恒驰5正在持续量产，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已

交付超过900辆恒驰5，但集团在无法获得新增

流动性的情况下有停产风险。

据悉，恒驰5于2022年9月16日正式量产，

首批量产车于2022年10月29日交付。恒大汽

车在公告中表示，为集中财力支持恒驰5量产，

集团持续推进节约成本举措，提高管理效率，主

动对本集团瑞典附属公司 National Electric

Vehicle Sweden AB（NEVS）采取减员措施，对

员工架构进行优化。

此前，恒大汽车旗下主要资产为NEVS的附

属公司——恒大恒驰新能源汽车控股（香港）有

限公司，曾被要求支付总额468.45亿欧元的债

务。目前，恒大汽车已与债权人就所要支付的

债务达成和解，称该事项不会对本集团造成重

大不利影响。

除此之外，本次公告中，恒大汽车还对其

2021年财务信息进行了披露。截至2021年12月

31日，恒大汽车总资产为595.21亿元人民币，总

负债为 588.30 亿元人民币，资产负债率达到

98.84%（仅包含其汽车板块及电池板块，未包含

其地产板块），即将资不抵债。

正因如此，恒大汽车在公告中表示，本集团

在无法获得新增流动性的情况下有停产风险。

本集团如能在未来寻求超过290亿元的融资，计

划推出多款旗舰车型，并望实现量产。在此计划

下，恒大汽车在2023年至2026年的累计无杠杆

现金流预计将达到负70亿元至负50亿元之间。

目前，恒大汽车股票交易处于停牌状态，停

牌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2022年3月31日），恒

大汽车股价为3.2港元，总市值为347亿港元。

根据港交所上市规则第13.49（1）条，恒大汽车需

要于2023年3月31日或之前刊发截至2022年

12月31日止年度经审核业绩。

恒大汽车表示，相关审计及审阅工作仍在

进行中，待相关程序完成后，将在切实可行的情

况下尽快发布2021年经审核年度业绩及2022

年中期业绩。 综合

资产负债率达98.84% 恒大汽车面临停产风险

2月28日，主播在湖南省株洲市芦淞区华丽服装批发大市场直播销售服装。新华社发

百城住宅库存
51个月来同比首降

截至截至20232023年年22月底月底
100100个城市新建个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库存总量商品住宅库存总量

5118151181万平方米万平方米

环比减少环比减少22..44%%

同比减少同比减少00..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