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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局移动支付
香港接连出招

本报记者 柴逸扉

小城澳门如何用好水资源
董一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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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香港金融管理局向 3 家
金融机构授予香港首批虚拟银行牌
照。业界认为，虚拟银行会专攻近
年方兴未艾的移动支付，即电子钱
包市场，开发各种针对网购、商户
及个人的移动支付方案。

尽管目前香港人还是习惯用现
金和“八达通”付款，但他们对移
动支付的接受度已有所上升。面对
广阔的发展空间，香港金管局和运
营商们接连出招，力争让移动支付
体验更方便、场景更丰富，从而更
受港人欢迎。

接受度日渐提升
香港生产力局 2018 年公布的

“支付宝 （香港） 智能支付普及指
数”显示，当地移动支付普及指数为
53.9 （最高为 100），高于 50 的分界
线。结果还显示，约三成受访市民曾
使用过手机支付，其中25岁至34岁
人士对移动支付的接受程度最高；超
过九成受访零售商户有提供非现金支
付渠道，最常见的渠道为信用卡签账

（81%），其次为手机支付（43%）。该
结果反映了移动支付已在香港日渐成
型，普及度不断提升。

香港移动支付推广的难点何
在？其一便是信息安全问题。移动

支付需要绑定银行卡和获取用户资
料，让谨慎的香港人望而却步。腾
讯金融科技部副总裁陈起儒表示，
从微信香港钱包的运行经验来看，
香港市民对于隐私、数据的敏感是
推行移动支付的难点之一。

另一方面，香港人在信用卡和
“八达通”的使用上已养成成熟的习
惯。尤其是“八达通”，这张诞生于
1997 年的卡片集交通、餐饮、购
物、服务、门禁等功能于一体，发
行已超过 3500万张，已经覆盖香港
市面逾 1.5 万家服务商的 2.4 万个零
售场所，几乎满足了市民所有日常
消费的支付需求。

“扫一扫”随处可见
“让手机成为您的钱包”，这是

支付宝香港官网的广告词。尽管香
港的移动支付普及度有待提升，但
困难没有让香港金管局和移动支付
运营商们望而却步。相反，他们认
为香港是一片有待开拓的市场，用
户习惯也可以逐步培养。

前不久，支付宝 （香港） 用户
已可在香港专线小巴上使用“易乘
码”（EasyGo） 进行二维码流动支
付。只需“扫一扫”，乘客仅花不到
一秒的时间就能完成付费，轻松坐

车。该方案采用双离线及先乘后付
技术，确保用户在网络不稳定或余
额不足的情况下，依然可使用电子
钱包缴付车资。目前，港版支付宝
已在香港覆盖逾150万个人用户和2
万多商户，深入几千辆出租车和 30
多个街市。

不只是支付宝，当下电子钱包在
香港可谓百花齐放。香港生产力局
2018年7月公布的数据显示，内地两
大支付龙头企业支付宝（用户占22%）
及微信支付（用户占19%）抢占了香港
手机支付领域的大部分市场，其次是
Apple Pay（用户占13%）及Payme（用
户占8%）。截至目前，香港金管局已经
发放16张储值支付工具牌照。

为了方便电子钱包的付款及相
互之间转账，香港金管局 2018 年 9
月推出快速支付系统“转数快”。用
户无需另外安装程序或 APP，只需
以手机号码、电子邮件地址或“转
数快”识别码作为收款人的识别代
号，就可以在各自的网上银行及电
子钱包上进行跨平台支付或转账，
并支持港币和人民币两种货币。

无障碍畅行内地
“过去我到内地旅游，都需要先

兑换好人民币才行。现在好了，我
只要打开港版支付宝或微信香港钱
包，就可以直接支付了，省时省
力。”谈及移动支付在跨境使用方面

的便利，在香港从事金融工作的嘉
豪这样表示。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步伐
加快，许多香港人越来越多地来往
于大湾区的内地城市和香港。为了
让香港用户感受到更多移动支付的
便利，部分运营商不只思考将支付
手段接入香港本地的应用场景和店
家，更是努力和内地平台、商家对
接，让跨境支付变得越来越便捷。

例如从去年 10 月 1 日开始，腾
讯、腾讯金融科技公司联合银联，
通过“微信香港钱包”，为香港用户
在内地消费提供跨境移动支付服
务。香港居民来内地消费的时候，
只需打开“微信香港钱包”，便可像
内地居民一样通过扫描二维码进行
支付，微信钱包自动将所付人民币
金额转换为港币，在用户钱包余额
或是事先绑定的银行卡账户中扣除
相应金额。12306铁路售票、滴滴出
行、美团、大众点评……对于香港
用户来说，他们只需花港币，就把
在内地的衣食住行解决了。

自 3 月起，支付宝 （香港） 业
务从香港拓展至粤港澳大湾区内地
城市，覆盖饮食、旅游、医疗、交
通等多方面，数十万大湾区内地商
铺接受用户使用支付宝 （香港） 支
付。中国银联也在港澳地区推出云
闪付 APP 港澳持卡人服务，以满足
港澳居民在内地的跨境旅行中快捷
使用移动支付服务。

近日，以“共游共融共进”为主题
的粤港澳大湾区旅游发展观音山研讨会
在广东东莞举办。与会专家学者认为，
伴随着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
落地与大湾区建设进程的推进，粤港澳
大湾区要做好区域旅游产业协同发展。
发言摘编如下：

粤港澳大湾区旅游市场的建设，绝不
仅仅是交通设施的建设。建设粤港澳世界
级旅游目的地，需要构建有利于旅游资源
共享、人员畅通交流的体制和机制。例如
粤港澳大湾区要构建更加便捷的旅游通关
模式，对旅游机构和旅游从业人员实施资
质互认，粤港澳三地要互相承认旅游纠纷
处理结果等。

——广东财经大学法学院副院长鲁晓明

粤港澳大湾区要做好区域旅游产业协
同发展，比如成立粤港澳大湾区旅游协同
发展领导小组，优化大湾区城市政府间的
协商对话机制，推动大湾区旅游协 （学）
会、商会及旅游企业联盟的建立，加快建
设大湾区旅游高校人才共享联盟等。

——北京旅游学会会长安金明

粤港澳大湾区旅游产业的发展应配合
乡村振兴战略，“吃住行游购娱”的旅游六
要素应扩展为旅游“食住游玩康体学展”
旅游八要素，即饮食、住宿、多元出游方
式、各种娱乐项目、康养度假、极限探
险、游学及会展，这也是未来粤港澳大湾
区旅游发展的方向。

——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委员李崴

据台湾 《联合报》 报道，台湾屏东恒春机场16年来沦
为蚊子机场，旅客数持续零增长。屏东县2019年追加中长
期计划，提出四贴长期调理的“药方”，希望能让恒春机场

“起死回生”。台当局民意代表钟佳滨说，恒春机场应先谈
适航性，再谈市场性。

恒春机场在 2004 年启用，却因落山风 （因地势陡降
而形成的强风） 影响航班降落，现无飞机起降。

台“民航局”评估，屏东未来在快速公路与轨道建设
持续推进的情况下，空运竞争力面临陆路运输替代的可
能，中长期机场设施建设可能不具营运效益，且经初步评
估，无论延长跑道或增设第二跑道，在考虑单发动机失效
操作情况下，飞机需减重起飞才能飞越地形障碍与限航
区。另外，飞机如果要飞越浣纱溪 （或河川改道）、台26线
改道等区域，对当地环境与居民生活都将造成较大影响。

台湾行政机构政务委员吴泽成说，有关部门要先把恒春
机场病况弄清楚，才会对症下药，而非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钟佳滨说，解决恒春机场问题有这样两个因素要考
虑：一是跑道长度需要延长，让大型飞机正常起降不受侧
风影响；二是调整跑道方向，避免落山风对飞机飞行的限
制。但这都得交给专业团队评估，毕竟安全最重要。

（瑞 安）

澳门三面环海，看起来和“缺
水”“节水”搭不上边，但事实上
澳门水资源匮乏，甚至一度发生过
水资源危机。那么，小城澳门如何
应对缺水的挑战，实现合理用水？

开源：96%原水
来自内地

澳门地处海滨，饮用水源长
期受咸潮影响。澳门境内又没有
河流，并且受制于有限的土地资
源 ， 澳 门 没 有 条 件 兴 建 大 型 水
库，因此当地的淡水资源匮乏。
而随着城市用水量不断增加，缺
水问题日益严峻。

为解决这一问题，自上世纪
60 年代起，广东省先后修建了多
座水库、抽水站、原水管等对澳门
供水工程，基本解决了澳门安全用
水的问题。在对澳门供水近 60 年
间，广东省已累计向澳门供水 22
亿多立方米。目前，澳门日常约
96%的原水由广东省珠海市供应。

节流：推动构建
节水型社会

开源要紧，节流也十分重要。
澳门特区政府早在 2008 年就成立
了推动构建节水型社会工作小组，
并于 2010 年出台 《澳门节水规划
大纲》，由此规划了为期15年的节
水工作发展方向。

为了鼓励市民节约用水，澳门

特区政府倡导“多用者付更多”，
为用水量较少的用户提供一定比例
的水费补贴。以家居用水为例，第
一阶梯 （每 2 个月用水量≤28 立
方米） 每立方米水价的补贴比例达
到约42%。随着用水量的增加，各
阶梯水价随之上涨，而水费补贴则
逐级降低。市民节水的同时还能省
钱，何乐而不为？据澳门特区政府
海事及水务局公布的数据，今年 1
月及2月澳门的水费补贴金额累计
超过了3000万澳门元。

引导：积极推广
节水理念

水资源的利用关系到每一个

人 ， 让 节 水 意 识 深 入 人 心 十 分
必要。

前不久，澳门特区政府海事
及 水 务 局 连 同 多 个 当 地 民 间 社
团，举办了“2019 世界水日嘉年
华”，通过游戏、工作坊、话剧等
多种形式向市民传播合理用水、
节水的知识。

不仅如此，澳门特区政府曾
经还陆续推出过“中小企业节水
鼓励计划”“酒店节水计划”“校
园节水计划”“商厦节水计划”等
系列措施。

水资源来之不易，应该备加珍
惜。在澳门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的
共同努力下，澳门正向着崭新节水
型城市的愿景大步迈进。

在香港，一家名为染乐工房
的染房，坚持使用天然物质提取
染料，甚至是“剩菜”。染乐工房
创始人张骏霖介绍说，染房使用
的原料全都是天然食材和少量天
然矿物。比如灰色染料是菱角的
外壳和香港元朗大生围渔塘的塘
泥混合而成。目前染房已经摸索
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提炼天然色彩
的 方 法 ， 已 经 研 制 出 七 八 种 基
色，每种基色按照深浅不同可以
分出几十种分色。

上图：张骏霖介绍使用天然
食材染料印染的旗袍。

左图：提取色彩的各种“剩菜”。
中新社记者
张 炜摄

一名顾客在香港商店中使用支付宝付款。 （资料图片）

香港街头及出租车上的微信支付广告。 （资料图片）

剩菜“提色”多奇妙

图为孩子们在参与澳门水日嘉年华活动。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