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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阿里领天价罚单，反垄断监管不断强化。4月10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依法对阿里巴巴实施“二选一”垄断行为
作出行政处罚，并处以其2019年中国境内销售额4%的罚款，共计182亿元。1）本次处罚金额较大（此前处罚记录为
高通2015年被罚的60.9亿元），但4%的罚款比例又较为适中（根据《反垄断法》规定，处罚范围为上一年度销售额
的1%-10%），既表明了国家强化平台企业反垄断监管的态度和决心，又体现了支持平台经济发展的政策目标，反映
了发展和规范并重的监管思路。随着此次处罚结果的落地和2020年以来反垄断法规的不断完善，平台经济反垄断监管
步入新阶段。2）随着反垄断监管力度不断加强，我们认为短期互联网头部平台扩张速度一定程度上放缓。但中长期
来看，能够促进行业保持公平的竞争环境，让行业的市场份额竞争回归到创新能力的竞争上，规范平台经济的发展。

银行加速数字化转型，APP月活等重要数据显著提升。近年来，银行数字化转型进程加快，2020年服务线上化趋势更
加明显，生态建设也取得了显著的效果，APP月活等主要数据大幅提升。1）线上渠道建设是2020年各家银行金融科技
投入的主要发力点，银行不断完善自有APP平台建设，透过QuestMobile的数据，可以看到大中型银行主要APP的月活
数大幅增长，其中招行的月活数量已突破了亿级。2）相较于大中型银行的APP已经成为客户经营的主要平台，城农商
行也在加大金融科技的探索与实践，并在年报中披露明确了未来的金融科技发展规划，其中线上平台同样作为重要投
入方向，其APP月活、日活等重要数据同样提升显著。个体来看，江苏银行手机银行APP月活继续位居城农商行首位。
3）展望未来，我们认为20年Q4以来金融科技的监管趋严给行业带来发展契机，从上市银行年报表态来看，未来仍将
继续在产品创新、线上渠道建设、智能风控、数据挖掘等方面加大投入，行业数字化转型有望不断加快。

投资建议：监管层对金融科技的监管全面趋严，逐步纳入监管体系，短期监管边际收紧，需密切关注后续相关业务的
监管动向。但随着国内数字技术的发展，国内居民生活和产业端加快数字化转型，以互联网保险、互联网理财、小微
经营贷、无抵押数字化消费贷为代表的创新金融服务需求有望延续高增态势，金融科技在过去多年发展中证明确实可
以赋能普惠金融，随着监管体系的完善，行业有望迎来规范化发展的新阶段。

风险提示：金融政策监管风险，行业竞争加剧，宏观经济下行。

金融科技行业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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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聚焦1 金融科技行业周报

阿里领天价罚单，反垄断监管不断强化

1）平台经济监管发展与规范并重，反垄断治理进入新阶段。本次处罚金额较大（此前处罚记录为高通2015年被罚的60.9亿元），但4%

的罚款比例又较为适中（根据《反垄断法》规定，处罚范围为上一年度销售额的1%-10%），既表明了国家强化平台企业反垄断监管的态
度和决心，又体现了支持平台经济发展的政策目标，反映了发展和规范并重的监管思路。随着此次处罚结果的落地和2020年以来反垄断
法规的不断完善，平台经济反垄断监管步入新阶段。

2）短期限制巨头扩张速度，中长期利于行业规范发展。随着反垄断监管力度不断加强，我们认为短期互联网头部平台扩张速度一定程度
上放缓。但中长期来看，能够促进行业保持公平的竞争环境，让行业的市场份额竞争回归到创新能力的竞争上，规范平台经济的发展，
最终利好消费者能够获得低成本、市场化的平台服务，同时帮助商家降低运营成本。

（资料来源：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平安证券研究所）

阿里巴巴集团领罚详情

事件：4月10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依法对阿里巴巴集团实施“二选一”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并处以其2019年中

国境内销售额4,557亿元4%的罚款，共计182亿元。

违法事实

经查，2015年来，阿里集团滥用其市场支配地位，对平台内商家提
出“二选一”要求，禁止商家在其他平台开店或参加促销活动，并
借助市场力量、平台规则和数据、算法等技术手段，采取多种奖惩
措施保障“二选一”执行，维持、增强自身市场力量，获取不正当
竞争优势

条例依据

调查表明，阿里巴巴集团实施“二选一”行为排除、限制了中国境内网
络零售平台服务市场的竞争，妨碍了商品服务和资源要素自由流通，影
响了平台经济创新发展，侵害了平台内商家的合法权益，损害了消费者
利益，构成《反垄断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第（四）项禁止“没有正当理
由，限定交易相对人只能与其进行交易”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

处罚决定

根据《反垄断法》第四十七条、第四十九条规定，市场监管总局决定处以阿里集团2019年中国境内销售额4,557亿元4%的罚款，计182亿元，并发出
《行政指导书》进行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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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聚焦1 金融科技行业周报

银行加速数字化转型，APP月活等重要数据显著提升

1）大中型银行重点布局线上渠道建设，招商银行APP月活破亿。根据年报数据披露，大中型银行的研发投入力度快速增长，其中线上渠
道建设是各家银行金融科技投入的主要发力点，2020年疫情使得金融服务的线上化迁移力度加大，因此银行抓住机会，突破原本的服务
边界，发力完善自有APP平台建设，在自己的平台中不断内嵌生活场景，透过QuestMobile的数据，可以看到大中型银行主要APP的月活
数大幅增长，其中招行的月活数量已经突破了亿级（“招商银行”+“掌上生活”）。

（资料来源：QuestMobile，平安证券研究所）

大中型银行主要APP月活跃用户 大中型银行主要APP日活跃用户 大中型银行主要APP人均使用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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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近年来，银行数字化转型进程加快，2020年服务线上化趋势更加明显，生态建设也取得了显著的效果，APP月活等

主要数据大幅提升。



6

重点聚焦1 金融科技行业周报

银行加速数字化转型，APP月活等重要数据显著提升

2）中小银行探索生态银行建设，APP运营情况也有一定程度改善。相较于大中型银行的APP已经成为客户经营的主要平台，同时面临着
金融科技企业的冲击，城农商行也在加大金融科技的探索与实践，多家中小银行在年报中披露明确了未来的金融科技发展规划，其中线
上平台同样作为重要投入方向，其APP运营情况也有一定程度的改善，月活、日活等重要数据显著提升。个体来看，江苏银行不断深入
“智慧零售”转型，持续拓展线上零售应用场景生态圈，手机银行APP继续位居城农商行首位。

（资料来源：QuestMobile，平安证券研究所）

事件：近年来，银行数字化转型进程加快，2020年服务线上化趋势更加明显，生态建设也取得了显著的效果，APP月活等

主要数据大幅提升。

城农商行主要APP月活跃用户

0

50

100

150

200

250

2020 2021

0

5

10

15

20

25

30

35

2020 2021

0
2
4
6
8

10
12
14
16

2020 2021

城农商行主要APP日活跃用户 城农商行主要APP人均使用次数



7

重点聚焦1 金融科技行业周报

银行加速数字化转型，APP月活等重要数据显著提升

3）银行数字化转型进程持续推进，金融科技严监管为行业线上渠道建设提供发展契机。展望未来，我们认为2020年4季度以来金融科技
的监管趋严将给行业带来发展契机，从上市银行年报中的表态来看，未来仍将继续在产品创新、线上渠道建设、智能风控、数据挖掘等
方面加大投入，行业服务模式的数字化转型将不断加快。同时，站在合作的角度，部分中小行的线上场景建设相对落后，而头部互联网
金融依托平台打造的高频交互的使用场景与自身强大的数据分析能力能够触达传统金融机构无法服务的长尾客户，未来在合规的前提下
仍应加大合作力度，共同挖掘潜在金融服务需求，借助金融科技的技术输出，提升服务效率。

数字化转型，挑战与机遇并存

挑
战

机
遇

宏观经济增速下滑
监管力度升级

疫情防控常态化

产品创新

线上渠道建设

普惠金融加大信贷责任

互联网金融冲击
传统银行业

金融科技从严监管

智能风控

（资料来源：蚂蚁集团招股书，平安证券研究所）

蚂蚁信贷业务和传统商业银行的合作模式

消费者 维持主要客户关系

银行合作伙伴

①支用申请

② 简化的再评估过程

③
客户支用

申请

④
还款

（本金+利息）
主要通过

⑤
发放贷款

⑥
技术服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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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动态· 市场2 金融科技行业周报

事件：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网站消息，市场监管总局反垄断局近日公布了2021年3月22日-3月31日无条件批准经营者集

中案件列表。其中显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京东数字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新设合营企业案获无条件批准。
（资料来源：每日经济新闻）

招行与京东数科新设合营企业，获市场监管总局无条件批准

赋能数字化普惠金融 上海银行与市财政局签署数据利用协议

事件：4月2日，上海市政府采购公共数据应用签约仪式在上海市财政局举行，上海银行作为首批合作银行参加。上海

市财政局宋彬副局长、上海银行胡德斌副行长出席仪式并作为代表签约。

（资料来源：上银微动态）

途牛旅游和途虎养车支持数字人民币支付

事件：4月7日，数字人民币APP日前更新显示，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国

有六大行子钱包项下均新增了途牛旅游。此外，交通银行子钱包项下还新增了途虎养车。据了解，数字人民币可用
于支付途牛旅游出行订单和途虎养车汽车服务的消费。

（资料来源：财联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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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动态· 国际2 金融科技行业周报

事件：渣打集团宣布，完成对爱尔兰全球支付平台CurrencyFair和新加坡支付流程自动化平台Assembly Payments合并业

务的投资（待股东和监管机构批准）。这是渣打创投（SC Ventures）作为渣打集团的创新、风投和金融科技投资部
门，继2020年投资Assembly Payments之后，再次对快速增长的支付领域进行的重要投资。

（资料来源：金融时报）

渣打集团宣布投资数字支付机构

俄副外长：推动SWIFT的替代系统
事件：4月5日，俄罗斯副外长亚历山大·潘金在接受卫星通讯社采访时表示，使用现代金融技术和解决方案推动

SWIFT的替代系统，以及独立于美国的银行间支付与信息传输系统对俄罗斯很重要。 潘金表示：“诸如俄罗斯央行
‘金融信息传输系统’和莫斯科交易所‘交易’那样由俄罗斯开发的系统正变得愈发重要，俄方正研发把它们与外

国同类系统——单一欧元支付区（SEPA） 、伊朗SEPAM、中国银联跨行交易清算系统（CUPS）和人民币跨境支付

系统（CIPS）联系起来的方案。”
（资料来源：俄罗斯卫星通讯社）

日本央行正式启动数字货币实验

事件：4月5日，日本央行发布公告称，从当天起对中央银行数字货币（CBDC)进行第一阶段的验证性测试（PoC)。据

悉，这一阶段将进行至2022年3月，为期一年，后续测试阶段将包含数量限制设定、终端用户测试等工作。
（资料来源：21世纪经济报

道）



10

行业数据跟踪3

行业行情数据：金融科技板块小幅调整

事件：截至4月9日，本周A股金融科技概念指数下跌1.56%，同期沪深300下跌2.45%。恒生科技指数本周下跌

3.08%，同期恒生指数下跌0.83%；纳斯达克金融科技指数上涨1.60%。

金融科技行业周报

Wind金融科技概念指数涨跌幅 海外金融科技板块周度涨跌幅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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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数据跟踪3

个股行情：海外金融科技股票多数下跌

事件：海外金融科技股本周多数上涨。港股移卡本周下跌2.94%。美股中Lending Club下跌3.84%，SQUARE单周上

涨14%，PayPal上涨7.77%，嘉银通上涨4.87%，富达上涨4.08%。

金融科技行业周报

海内外金融科技个股本周涨跌幅及估值情况

（资料来源：Bloomberg, 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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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数据跟踪· 支付3 金融科技行业周报

事件：数据显示，2020年4季度全国银行办理非现金支付业务1,079亿笔数，金额1,069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2.5%和

10.29%；电子支付中，移动支付保持增势，Q4单季交易金额为118万亿元，同比增长24.8%，网上支付金额594万亿，同比
增长12.1%。

移动支付Q4单季同比较Q3增速放缓 网络支付Q4单季增速小幅提升

（资料来源：央行，平安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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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数据跟踪· 支付3

支付市场份额

事件：目前移动支付市场中支付宝与财付通市场份额自2019年以来基本保持稳定，2020年Q2市场份额分别为

55.6%、38.8%；互联网支付市场中支付宝、财付通、银联商务2019年市场份额分别为35.0%、13.5%、18.2%。

金融科技行业周报

移动支付市场份额 互联网支付市场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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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数据跟踪· 支付3 金融科技行业周报

事件：根据中国金融认证中心（CFCA）发布的2020中国电子银行调查报告，2020年个人网上银行用户比例达59%，较2019

年增长3个百分点，增速持续放缓。而个人手机银行用户比例依然保持着较高的增长速度，2020年增幅达到8个百分点，
用户比例达到71%，同比增长12%。

2020全国个人手机银行用户规模保持高增长 2020全国个人网银用户规模增速进一步放缓

（资料来源：CFCA，平安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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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数据跟踪· 保险3

互联网保险收入

事件：互联网保险市场整体维持增势，保费收入由2011年的32亿元增长至2019年的2697亿元，年复合增长率高达

74%。2019年互联网保险保费收入占保费总收入6.3%，较前两年度有所回升，寿险规模同比大幅增长79.5%，车险
规模同比缩减25.55%。

金融科技行业周报

2011-2019年互联网保险保费收入及占比变化 2014-2019年互联网保费收入中车险、寿险收入情况

（资料来源：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平安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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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数据跟踪· 其他3

中国金融业技术投入

事件：据艾瑞咨询《2020年中国金融科技行业发展研究报告》，2019年中国金融机构技术资金总投入达1770.8亿

元，其中银行业占比68.6%，但占比在逐年下降，主要系其他金融机构投入增速较快所致。从结构上来看，艾瑞
咨询认为，集中资金投入中金融科技占比将由2019年的20.5%逐渐提升至2023年的23.5%，整体投入方向上，一部

分为数字中台、分布式核心系统等平台及系统类建设，另一部分为智能科技、区块链等单类别技术的科技创新应

用。银行的技术投入与科技创新一直走在同业前列，技术资金投入占比将持续在60%以上。保险、证券、基金在
科技创新方面在未来3-5年持续处于快速增长阶段，增速将高于银行业。

金融科技行业周报

2019-2023年中国金融机构技术资金投入情况 2019-2023年中国金融机构技术资金投入结构

（资料来源：艾瑞咨询《2020年中国金融科技行业发展研究报告》，平安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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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提示4

1）金融政策监管风险，目前行业严监管已经进入常态化阶段，由于金融科技相关业
务对监管政策敏感度高，相关监管政策的出台可能深刻影响行业当前的业务模式与盈
利发展空间。

2）行业竞争加剧风险，目前金融科技行业内部分领域发展已进入相对成熟阶段，行
业竞争逐渐加剧，在行业规范化发展的新阶段，头部企业的技术和创新优势将愈发明
显，可能会进一步加速行业集中度提升，挤压行业其他参与者的盈利空间；且随着国
内领先金融科技公司逐步将业务运营延伸到越来越多的海外市场，将更多面临着来自
海外参与者的竞争。

3）宏观经济下行风险，行业的发展空间、业务需求均受到宏观经济形势的显著影
响，任何间歇或持续性的经济下行均可能显著减少商业活动，2018年以来宏观经济增
速放缓，可能会给行业的业务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风险提示：

金融科技行业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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