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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的经济活动中，
支付始终与各种各样的交易
相伴相生。支付方式这样一
个细节，不仅反映出人们的
生活习惯，更反映出一个时
代的经济发展水平与一个国
家的对外开放程度。

在农耕文明时期，人们
使用金银等贵金属作为实物
货币。在小额交易时，直接
支付实物货币方便快捷。但
在长途、大额交易方面则面
临不少安全方面的考验。对
此，中国人在北宋时期就发
明了“交子”（后俗称银票）
这一世界上最早的纸币。这
比 美 国 （1692 年）、 法 国

（1716年） 等西方国家发行纸
币要早六七百年。实际上，
这也体现了中国封建经济在
当时世界上的领先程度。

工业革命后，西方国家
经济迅速发展，实物货币开
始向信用货币快速发展，西
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银行、金
融 、 支 付 体 系 将 当 时 坚 持

“闭关锁国”的旧中国远远地
甩在了后面。这也导致此后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
人的支付方式始终追随外国
潮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
济实现了快速发展，人民生
活水平得以空前提高。特别
是近年来移动互联网与电子
商务在中国兴起，让“扫码
支付”“手机支付”进一步取
代了银行卡和现金，成为方
便快捷的“中国式支付”。截
至 2017 年 12 月，我国手机支
付 用 户 达 到 5.27 亿 ； 截 至
2017年7月底，微信支付已登
陆 20 个境外国家和地区，支
持 13 个币种直接结算；2017
年 ， 支 付 宝 支 付 总 笔 数 较
2016 年增长了 306%……可以
说，正是中国经济的旺盛活力、同世界不断加
深的人员及经贸往来，让中国在支付这一生活
细节上从“跟跑”重回“领跑”，再次领先世
界。

支付细节反映综合国力，助力全球深化开
放格局。中共十九大报告要求，主动参与和推
动经济全球化进程，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
济，不断壮大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

这意味着，“中国式支付”不仅要服务好遍
布世界各地的中国客商，还要进一步引领当地
消费者支付潮流，促进全世界的经济主体共同
享受互联网经济带来的高效和便利。

不过，我们在推动“中国式支付”走向海
外的同时要看到，世界各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
段、历史文化传统、宗教信仰习俗、金融监管
能力等有较大差异，中国金融机构及移动支付
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一定注意不要盲
目冒进求快，而是要把握好节奏和尺度。一方
面，我们要积极用好中国全面深化对外开放的
大好形势，及时在中国与当地经贸往来中捕捉
推广移动支付的机会；另一方面，我们还要加
强多币种支付体系及信息安全建设，为海外当
地消费者提供符合其实际需求的支付服务，促
进服务贸易进出口。

可以预见的是，随着中国与世界经济联系
程度的日益加深，符合时代要求和技术发展潮
流 的 “ 中 国 式 支 付 ”
最终将成为“世界支
付”，经济全球化活力
将有望进一步增强。

来自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目前发展中
国家尚有 20 亿人没有银行账户，仅 10%的人
持有信用卡，有贷款需求的人中仅 21%通过
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东盟国家超过 6.8
亿人口，其中 3.6 亿人口迄今无法获得基础
的银行服务。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式支
付”出海目前更多依赖中国客商在海外交易
带动，未来在服务当地消费者方面仍然有巨
大潜力，也有很长的路要走。

例如，印度是个电影大国，举家看电影
是印度人的重要娱乐方式。印度民众看电影
的习惯，长期以来都是先到电影院，当场选
电影和场次，排队买票，然后等上一两个小
时入场。后来，蚂蚁金服建议印度有关企业
拓展在线购买电影票功能，对方一度觉得这
样行不通，认为印度人更喜欢到电影院临时
排队购票，享受一种惊喜感。但蚂蚁金服坚
持认为，随着印度经济的发展和中产阶层的
崛起，便捷性和时间将越来越成为稀缺品。
后来的事实证明，来自中国的在线支付模式
在印度落地一个月的时间内，就有 1/6 的电
影票通过网上销售掉了。

2017 年，世界经济复苏好于预期，国际
市场需求回暖。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数
据，去年前三季度全球 70个主要经济体，货

物贸易合计出口值同比增长9%以上，贸易增势明显。
与此同时，我国2017年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7.79万亿

元人民币，比2016年增长14.2%。这意味着，在世界经贸缓
慢回暖的背景下，“中国式支付”也将有更多用武之地。

“基于移动互联网的支付在中国的发展非常迅速，甚至
超过很多发达经济体。在此背景下，中国依然坚定不移地
基于技术、金融、创新及自身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坚持
对外开放，坚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有利于其他国
家接受‘中国式支付’的传入。”万喆说。

万喆进一步指出，未来“中国式支付”在世界的普及
对于中国对外开放也有很大的好处，有利于中国服务贸
易、金融技术及消费文化的推广，同时加深人民币国际化
进程与进度。

万喆建议，“中国式支付”在世界要想走得更远，一方
面，要把握好一个度，注意其他贸易伙伴在安全隐患上的
顾虑，坚持以民间为主、以市场需求为主，顺其自然地发
展；另一方面，支付企业也要注意社会责任，同时国家也应
该出台相关法律法规让市场的秩序更为成熟完善。

“中国式支付”在全球成功逆袭
本报记者 王俊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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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喜欢通过出国旅行的方式陪家人度过春节假期。对于海外各地
而言，中国人的到来不仅带来了消费需求，更带来了以移动互联网和电子钱包为基础的“中
国式支付”。分析人士指出，中国改革开放初期，银行卡、信用卡等国外支付方式通过广东
等沿海地区传到中国；现在，则是微信红包、支付宝等“中国式支付”引领全球消费者支付
潮流。这“一进一出”之间，既体现了中国对外开放不断加深的格局，也反映出中国经济发
展质量和整体实力已今非昔比。

“中国旅游业的显著增长让我们意识到，我们必须迅
速行动。与支付宝结盟，是我们向前迈出的重要一步。这
将增加以色列企业的客户，并让他们进入一个新的市

场。”以色列信用卡公司首席执行官多龙·萨皮尔说。
2018年1月底，支付宝宣布进入以色列，正式将移动

支付服务带到中东地区。未来，以色列的知名航空公司、
珠宝店、连锁免税店都将可以用支付宝付款。而这，成为
了“中国式支付”走向海外的又一个最新脚印。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在支付领域都处于“跟跑”
模式。1949年的一天，美国商人弗兰克·麦克纳马拉在纽
约一家饭店就餐时发现自己没带钱包，不得不打电话叫妻
子带着现金来饭店结账。随后，他产生了设计一种能够证
明身份及具有支付功能卡片的想法并创立了大莱信用卡公
司，无现金支付方式便由此诞生。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大胆引进外国先进科学技术和管
理经验，信用卡这一国际流行的支付工具也登录中国，并
得到较快的发展。1979年，中国银行广东省分行首先与香
港东亚银行签订协议，开始代理东亚信用卡业务，信用卡
从此进入了中国大陆。1986年6月，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发
行了长城信用卡，不仅填补了我国金融史册上的一项空

白，而且标志着中国传统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支
付方式开始发生重大变革。由此开始，以银行信用为依托
的支票、银行本票、汇票以及银行卡等非现金支付工具逐
渐取代现金并普及应用。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特别是移动互联网和智能手机
的普及，中国线上电子商务发展迅猛，与之相对应的第三
方支付、二维码支付等全新移动支付方式在中国实现了蓬
勃发展。相关数据显示，中国移动支付市场规模最近4年
间增长了近20倍；截至2017年10月底，我国移动支付交
易规模近150万亿元，居全球首位。

独立支付业务运营商 Worldpay 在其发布的年度 《全
球支付报告》 中预计，到 2021 年，中国电子商务市场将
增长 11%，稳居全球电子商务市场之首。“由于消费者在
进行线上购物时更渴求多样化的支付方式，中国再次引领
了全球新趋势。信用卡、借记卡等传统选项正淡出人们视
野，而电子钱包、银行转账等方式日益兴起。”Worldpay
中国区总经理陈国山说。

如今，在欧美、日韩、东南亚等全球数十个国家和地
区的线下商户门店，“中国式支付”的范围几乎可以涵盖餐
饮、超市、便利店、主题乐园、休闲等各类吃喝玩乐消费
场景。

其实，早在上世纪 90 年代，二维码支付技术就已经
形成，其中韩国与日本是使用二维码支付比较早的国家。
那么，为何二维码支付能够成为“中国式支付”的标志并

走向全球呢？
需要看到，现代货币属于信用货币，其相对应的支付

方式也必须要有强大的信用支撑才行。经过多年的改革开
放，中国经济总量已经稳居世界第二，经济增长贡献率世
界第一，民众消费活力和市场体量十分庞大。二维码等移
动支付方式乘着电子商务的东风率先在中国快速发展，在
快速扩大用户基础的同时实现了行业的信用积累，从而成
为了具有时代特征的“中国式支付”，并进而阔步走向世
界成功逆袭。

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首席经济学家万喆在接受本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式支付”能够兴盛起来并传到
海外，与中国在国际贸易中地位提高、人民币国际化程度
加深、金融监管及时到位、互联网基础设施迅猛发展等诸
多因素相关。但归根到底，“中国式支付”的壮大出海根
植于中国经济活力。

“首先，随着经济发展与开放扩大，中国的对外贸易
水平不断地提高，商品种类、贸易结构、出口金额、结算
规则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全球影响力，从而构成了‘中国

式支付’走向海外的经济基础。其次，随着中国整体经济
实力的提升及中国企业不断‘走出去’，人民币国际信用
和国际地位也不断提高，这为‘中国式支付’走向全球提
供了坚实的货币清算基础。最后，中国过去在金融及通讯
基础设施方面落后于国外，因此银行卡、信用卡、POS机
等上一代电子支付是由国外向国内流入。随着基础设施完
善与民众生活水平提高，中国在移动支付领域实现了弯道
超车，并开始引领海外。”万喆说。

与此同时，政策层面的支持与规范在这一过程中亦不
容忽视。例如，为促进移动支付行业健康发展，中国人民
银行 2017 年底专门印发了 《条码支付业务规范 （试
行）》 和 《条码支付受理终端技术规范 （试行）》，同时
公布了若干具体要求。比如，在准入资质方面，新规明确
支付机构向客户提供基于条码的付款服务时应取得网络支
付业务许可；在防止信用卡套现方面，新规要求以同一个
身份证件在同一家收单机构办理的全部小微商户，其基于
信用卡的条码支付收款金额日累计不超过 1000 元、月累
计不超过1万元。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董希淼认
为，中国的移动支付在2016年在笔数上就已经超过了互联
网支付，成为零售支付的重要支撑。这与近年来跨境贸易
与人员往来非常频繁有关。作为金融开放的重要一环，未
来中国监管层面还需要进一步参与支付行业的国际治理。

11 行业地位快速上升行业地位快速上升

2

3

根植中国经济活力根植中国经济活力

有
利
加
深
经
贸
互
动

有
利
加
深
经
贸
互
动

开放谈

图片说明

图①：随着中国在移动互联网领域的
技术进步与应用普及，基于手机的支付方
式正在走进生活的每个角落。图为一位北
京市民通过刷手机直接进站乘坐地铁。

（网络图片）

图②：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胜利智能
农贸市场，每个摊位都安装了电子屏，只
需扫码即可实现移动支付，还可在平台对
商家进行点评、维权投诉等。扫码“滴”
声之后，现实与虚拟被连接，这种黑白方
格组成的“时代符号”（二维码） 带来了便
利、快捷和惊喜。

张大岗摄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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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兰小城罗瓦涅米是著名的北极旅游城市，近年来
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中国游客前往观光旅游。当地商户们
为了吸引游客消费，纷纷接入了支付宝服务。在这个北
极小城，这两年移动支付变得非常发达，游客消费也变
得更为便捷。

在罗瓦涅米许多店铺中，支付宝的标识都放在了显
著位置。商户们迫不及待让游客们知道他们的店铺支持
支付宝，以吸引更多游客前来。许多游客也感叹，在北
极小城，看到来自中国的移动支付服务显得很亲切。在

罗瓦涅米，支付宝已经成为了商家们的标配。
更有意思的是，在一家哈士奇雪橇探险公园里，

为了吸引中国游客，哈士奇身上也挂上了支付宝的广
告标语。挂着广告标语的哈士奇奔跑在雪地里，非常
呆萌和可爱。中国游客戏称，欧洲人为了做中国游客
的生意，太拼了。如今，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移动支
付，成为最近中国游客来到芬兰罗瓦涅米后的最重要
感受。

许康平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