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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支付清算理论与政策高层论坛  

作为基础设施，主要工作是把标准规范做好 

巢湛 

如何平衡安全和创新 

首先，感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和社科院金融

研究所。第一次参加这项业界的盛事，我感到十分荣

幸，也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网联的关注。 

网联是在中国人民银行和支付清算协会指导下，

按照共建、共有、共享的模式建立的一个新的转接清

算的平台。网联主要处理的是支付机构和商业银行之

间的支付交易的转接清算。网联是一家年轻的公司，

2016 年下半年批准网联筹建，2017 年 8 月网联公司

正式成立，至今才 9 个多月。 

网联是国家金融基础设施。谈到支付行业创新与

安全的问题，对于网联平台来说，个人理解最重要的

是把规范、安全的事情做好，为行业创新提供支持。

众多周知，原来市场中存在大量差异化、多样化的支

付业务。在监管部门的指导下，网联将这些业务归纳

为网联平台的五项基本功能，分别是协议支付，对应

市场上主流的快捷支付；商业委托支付，也就是符合

巢湛 

网联公司战略部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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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要求的，客户、商户、支付机构和银行四方协议的合规代扣；付款，对

应市场上主流的代付；以及大家熟悉的网关支付和每次交易都验证的认证支

付。这个统一规范的过程难度非常大。拿协议支付来说，尽管市场上都叫快

捷支付，其实也不太一样。有的是验四要素，有的是验两要素，各种商业安

排层出不穷。因此，网联平台成立伊始，首先关注的是规范性、统一性的问

题，以此提升行业整体的安全。 

除了业务规则的规范统一，网联在统一技术规范的实施方面也不遗余力。

刚才其他嘉宾提到的二级商户信息和订单信息报送质量的问题，就是市场中

的典型问题。现在，网联每天处理近一亿笔交易的转接清算，的确发现二级

商户信息和订单信息报送有不规范的地方，给相应的交易风控以及追踪资金

流向带来困难。后续，网联会严格按照人民银行的要求，规范相关信息的报

送，提升整个行业防范风险的水平，让支付更安全。 

同时，网联缩小了不同机构服务用户体验上的差异。举个例子，网联处

理的是实时性要求非常高的支付交易，但系统间信息传输难免有个别延迟的

情况，比如支付机构给客户显示交易失败，但银行已经扣款。原先不同机构

对于这类系统问题的处理五花八门，有时扣款数日后才能退回，造成客户投

诉不断。网联非常重视这个问题，请支付机构和银行的人一起来，共同设计

了自动冲正的解决方案，并实现 2017 年底所有 18 家全国性商业银行全覆盖。

拿工商银行举例，一笔协议支付的交易，如果网联没能在约定的交易关单时

间内得到工行返回的结果，交易的最终状态确定为推定失败后，网联会把终

态通知发给工行，如果发现已经扣款，工行的系统就根据这个通知直接冲正，

款项重新返回到客户的账户里，客户可以再次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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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作为基础设施，网联的主要工作是把标准规范的工作做好，把

安全的工作做好，支持市场机构基于基础功能设计创新型、个性化的支付产

品。 

     支付的发展需要融入到行业的场景里面去  

个人理解，开放不完全是国际开放。开放其实是一种心态。支付是一切

商业活动的基础环节，支付的发展需要融入到行业的场景里面去，支付企业

需要对各行各业开放地提供优质服务。 

回顾我国支付行业发展的历史，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比如电商，一开

始用网银支付，链接多次跳转导致支付失败率较高。后来，以支付宝为代表

的支付机构开创了快捷支付，大力推动了电商的发展。再比如一些便民场景

中常见的条码支付、NFC 支付，包括银联大力推动的云闪付，还有近两年停车

行业中发展很快的车牌自动识别无感缴纳停车费等场景，都是支付融入行业

场景的鲜活例子。 

我们一直在思考，支付要开放地服务各行各业，网联作为基础设施能做

什么事？通过调研我们观察到，资金效率的提升非常重要。原来的第三方支

付市场上，对于少数支付机构，银行提供当日多频次的入帐结算，资金效率

较高。客户和商户的感知也十分明显，客户的提现当天就到账了，商户的结

算款隔夜就收到了。因此，在人民银行的指导下，网联平台也通过成员机构

共同制定和认可的规则要求给个人客户的入账必须是实时的，给机构备付金

账户入帐每个自然日至少两次。由部分银行给个别机构提供的个性化服务变

成整个行业的通行规则，网联为整个社会资金效率的提升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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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支付行业的发展一定会更多地贴近场景，服务各行各业，而不只

是支付本身。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需要更加开放，积极创新且合规健康的

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