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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给百度带来什么
■ 文 /《人民日报·海外版》原总编辑  詹国枢

借鉴纽约联储经验推进金融改革
■ 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  巴曙松

有了“直达号”，消费者也省事多了。假如您在任何

地方想吃海底捞，只须 @ 一下海底捞，屏幕立即会提供离

顾客最近的门店信息，并且实现订座、点餐、下单，将本

来在线下的闭环服务，提前搞定，大大缩短了顾客寻找门

店的时间和成本。

“直达号”确实不错，但其用户主要针对与民众日常

生活密切相关的服务企业，能否在更大范围应用“大数据”

呢？近日，由北京市政府倡导、百度牵头，与智能设备厂

商和医院联手打造的大型民生项目“北京健康云”正式试点。

百度将利用自己的“大数据”优势，为这一项目提供基础

服务，推动京城医疗健康实现“信息化跨越”。

具体如何操作？参与试验的市民，可以佩戴能够随时

测量其血压、心电图和血脂等基本健康指标的“云穿戴设备”

（如智能手环、智能心电仪等），其信息上传至大数据中心后，

即可编制出佩戴者个性化的健康信息，一旦哪项指标出现

微小异常，穿戴设备会立即提醒穿戴者，让其减少或停止

运动，建议服用什么药物，或去哪家医院就诊……这就大

大减少了民众发病甚至猝死的几率，从而大大节约了政府

医保费用开支。

谈及百度的巨额投入和目前的探索性应用，这位朋友

承认，投入确实非常巨大，但产出却相当微小。目前，尚

处于哪怕赔钱也得千方百计争取用户阶段。不过，这也是

信息产品成长必经的过程，必须付出的代价。至于前景嘛，

应该说还是相当乐观的。朋友笑笑：情况已经越来越明，

路子也越走越宽。我敢打包票，“大数据”绝不会变成“大

笑话”的！

时下，“大数据”这词儿挺时髦，好友相聚，三句话

不提“大数据”似乎都不好意思。然而，大数据到底是怎

么回事，这玩意究竟有何用途？恐怕连投巨资开发大数据

的一些网络公司也不一定说得清楚。尽管“大数据”概念

一度被炒得非常红火，但随着时间推移，迄今未见大数据

闹出什么大动静，所以，业内持怀疑论者认为，“大数据”

迟早会成为一“大笑话”，就像当年说得那么神奇的超级

计算机，如今因用场不大而成了一堆废铁一样。

事实果真如此吗？笔者认识中国网络三巨头之一百度

公司负责开发“大数据”的一位朋友，同他聊起此事，朋

友一笑道，目前确实没有特别突出的成果，但是，大数据

肯定是大有前途的，这一点毋庸置疑。

朋友告诉我，百度已经在山西（李彦宏的老家）投资

上百亿元建立大数据处理中心。并在搜索引擎中装备“大

数据”马达，让百度搜索先“大”起来。为此，搜索增加

了实物识别功能，只消将手机对准一朵鲜花，信息上传至“大

数据”中心，屏幕立即会显示出此花的名称、特性、种植等，

还会逐一呈现与其相类似的其他鲜花。如此功能，百度已

经增加很多。

增加实物识别功能，确实百度搜索争了光，但这毕竟

是高射炮打蚊子，用处不大。可不可以弄出更大动静来呢？

今年 9 月 3 日，百度在国贸饭店召开世界大会，隆重推出

为传统企业互联网转型服务的“直达号”。用户只须用手

机 @ 商家账号，并提出任何服务需求，百度立即可以上传

至“大数据”中心，通过“云计算”，将商家与用户零距

离沟通，让供需方迅速“直达”，即刻成交。

款工具、定期资产支持证券贷款工具（TALF）和“对 AIG

贷款”向银行等金融机构注入流动性。其三，由于传统公

开市场操作工具不具有指向性的缺点，而金融危机中特定

金融机构亟须专项救助，针对这种现象，纽约联储实施了

创新多样的直接救助措施。在美联储的授权下，纽约联储

成立了多个可变利益实体对“大而不倒”金融机构进行了

直接的救助。其四，纽约联储行长是美联储货币政策制定

机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永久会员，享有终身投票权，

在货币政策的研究制定中也起到关键作用。

第四，纽约联储在金融监管领域扮演领导角色。纽约

联储管理着整个联储系统三分之二以上的法定准备金和超

额准备金。纽约联储负责监管的“联储二号区”包括纽约州、

新泽西州北部的 12 个郡、康涅狄格州的 Fairfield 郡、波多

黎各以及美属维京群岛，这些机构均需要接受纽约联储的

监管并在纽约联储开立准备金账户，将其法定准备金和超

额准备金存放在纽约联储。

第五，纽约联储与国外央行密切合作。外国政府存款

中 99% 以上存放在纽约联储，美联储与国外央行的流动性

互换协议中有约三分之一是由纽约联储与国外央行签订。

纽约联储与境外机构保持密切合作，货币互换正是纽约联

储与境外中央银行紧密合作的项目之一。货币互换后，这

些境外中央银行承担风险，将美元贷给其国内需要美元的

金融机构。

目前是我国加速推进经济金融改革创新的关键时期，

亟须学习借鉴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变革和运行经验，以完善

我国央行体系和监管体系的建设，应对利率逐渐走向市场

化、汇率波动更加频繁和经济增长出现放缓的复杂经济金

融形势的挑战。

纽约联储作为美联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货币政策的

制定和执行、金融机构监管和中央银行沟通上均有着独一

无二的作用。

纽约联储在美国联储系统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如下几

个方面。

第一，纽约联储是 12 个地区性储备银行中资产规模

最大的银行，其资产甚至超过其他 11 个储备银行的资产总

和。应对金融危机期间，在实行大规模资产购买计划过程中，

纽约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实现了比美联储更快速度的扩张，

其资产规模目前已达到整个美联储的 60% 以上。

第二，纽约联储是美国“政府的银行”，负责财政部

存款账户的日常维护及协助财政部融资。美国财政部存款

100% 存放在纽约联储。纽约联储还一直负责销售美国的政

府债券，是财政部发行短期票据或长期债券的唯一指定的

营销机构。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财政部的存款账户为

纽约联储在危机期间发挥积极灵活的救助作用提供了稳定

的资金来源。

第三，纽约联储在货币政策制定执行和创新货币政策

工具的运用上高瞻远瞩。其一，纽约联储的核心职能之一

就是执行公开市场操作，贯彻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危机期

间为向市场注入充足流动性，纽约联储的公开市场操作实

现了资产负债表的大规模扩张。在规模上，纽约联储的总

资产年均增长率高达 38.7%，远高于美联储 27.9% 的扩张

速度；在结构上，美联储资产负债表新增了许多新的货币

政策工具，而这些创新货币政策工具几乎都是由纽约联储

负责研究推出和市场操作的。其二，纽约联储在危机期间

的流动性供给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一方面通过贴现窗

口和定期拍卖信贷（TAC）向银行等金融机构提供的贷款

占整个美联储的 80% 左右，另一方面，独创一级交易商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