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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意味着功能更强责任更重大 

 

杨涛 

 

 

 

摘要： 今天，支付不仅是公共金融基础设施的核心内容，而且已

成商业模式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因此，“支付+”的真正内涵应至少

包括支付工具与渠道自身的优化与整合、支付+多元化需求、支付+生

态圈建设、支付+新技术+安全、支付+新载体这样几个方面。 

 

 

 

 

 

声明：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论文发表实验室工作人员的研究成果，以利于开展学术交

流与研讨。论文内容仅代表作者个人学术观点。如需引用，请注明来源为《国家金融与

发展实验室论文》。 



新技术的飞速发展，使支付清算体系日新月异，尤其在零售支付

工具领域，各种创新简直令人眼花缭乱。今天，支付不仅是公共金融

基础设施的核心内容，而且已成商业模式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近期组织的“支付+”行业发展座谈会，深

入探讨了推动“支付+”的战略发展思路。大家看到，科技正全面冲

击包括支付清算、投融资与资本管理、风险管理、信息管理等各类金

融功能，而多数 Fintech 创新模式仍难说具有“不可逆”特征，比较

而言，消费者对支付更具有某种“惯性”和“路径依赖性”，某种程

度上这使支付成为构建不可逆商业模式的重要载体。就此而言，作为

交易环节的“最后一公里”，支付被赋予了更广泛的功能和责任，这

也是“支付+”的转型。 

然而，对“支付+”的内涵，迄今学界和业界并未形成一致看法，

也有不少认识模糊之处。笔者认为，“支付+”的真正内涵应包括如

下几方面： 

第一，支付要素+，即支付工具与渠道自身的优化与整合。新技

术对原有支付工具、模式都带来巨大冲击，如卡基支付、网基支付、

账基支付等概念边界逐渐交融，线上与线下、互联网支付与移动支付、

网络支付与收单等不同层次概念并非泾渭分明，这需要重新审视零售

支付模式的完善方向，改变机械思维。同时，支付创新的个性化、多

种模式与标准竞争日益激烈，虽然顺应了支付体验需求，但却不一定

符合标准化、互联互通的内在特征，这使聚合支付或第四方支付逐渐

兴起，其背后的理论、市场与合规逻辑则仍需探讨。从技术影响看，



支付的交易、清算、结算环节也趋于一体化与融合，而支付最底层是

依托账户认证身份、交换信息与转移货币，账户上的领域都是可以通

过“支付+”予以整合的创新点。 

第二，支付+多元化需求。支付创新最重要的就是场景，所谓场

景，也就是满足需求的用户“界面”。一方面，从支付服务的个人消

费者看，对支付便利与安全、支付新奇体验、支付拓展的金融服务等，

都有不断提升的新偏好，这就给支付创新带来了巨大的蓝海。值得注

意的是，我国经济社会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升，居民跨境、海外交易

行为越来越频繁，跨境零售支付的“蛋糕”不断增大。另一方面，在

新兴支付服务的创新方面，过去对 B 端的企业需求普遍重视不够，而

以支付为抓手，嵌入到企业的现金流管理、财务程序优化、账务处理

等，同样具有不可忽视的生命力。 

第三，支付+多层次服务。对应于支付需求的演变，支付服务的

供给同样可以综合配置与布局。一则，支付可叠加大量增值金融服务，

如财富管理、授信、供应链融资、T+0 结算、消费金融等。余额宝等

“宝宝”类产品在前几年的火爆，其背后就是支付+货币基金理财的

功能配置。二则，支付还可作为通道与载体，嵌入老百姓“衣食住行”

的各类生活场景中，包括医疗、娱乐、旅游、交通等。目前这些场景

都已出现了“支付+”的创新尝试。三则，涉及公共服务、管理等领

域，同样可拓展“支付+”，如个人纳税申报，支付工具为识别身份和

便利程序起到很大作用；再如在法院诉讼、资金划拨等方面，已有支

付企业与相关部门开展了合作。 



第四，支付+生态圈建设。美国学者詹姆士·穆尔 1996 年出版的

《竞争的衰亡》，标志着竞争战略理论的指导思想发生了重大突破。

穆尔以生物学中的生态系统这一独特视角来描述当今市场中的企业

活动，但又不同于将生物学的原理运用于商业研究的狭隘观念。穆尔

提出的“商业生态系统”强调共生发展，不同主体构成价值链，不同

的链交织成价值网。支付作为整个经济交易和金融活动的底层基础设

施，完全可以成为新型支付生态体系建设的重要“支点”。在此生态

中，支付企业、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清算组织、移动运营商、软

硬件提供商、实体企业、公共部门、居民都能寻找更多的“共赢增值

区域”。例如，相对于银行来说，支付企业在处理电子支付的总金额

方面并无优势，但笔数却数倍于银行，其价值则体现为“小额链接”

来“触及用户”。这也成为银行与支付企业开展合作的重要基础。 

第五，支付+新技术+安全。新技术将全面影响支付清算基础设施，

包括支付工具、交易模式、清结算流程、支付中介与组织、支付账户

体系、监管政策等等。大量支付创新有一些共同特征，即围绕支付安

全，利用各种网络虚拟技术，开发各种摆脱传统有形的身份、资金认

证载体约束的新技术，让支付变得更安全、便捷和高效，并且不受外

在载体与中介的约束，大大降低支付过程中的交易成本。当然，新技

术也使支付便利与安全的“跷跷板”更难以把握。例如，近年来生物

识别技术迅速发展，并应用到支付领域，其中尤其以人脸识别为代表

——低成本、快速、大量记录、存储和分析人脸图像的能力正在快速

提升。与此同时，虹膜识别、语音识别等技术日渐完善。在提升效率



与改善用户体验的同时，也引发了各方对于支付安全、隐私保护等问

题的强烈关注和讨论。 

第六，支付+新载体。如今零售支付载体已从 PC 互联网逐渐跨越

到了移动互联网时代。据 We Are Social 及 Hootsuite 的一项统计，

今年全球使用移动设备的用户已突破 50 亿。在我国，今年上半年移

动电话用户总数已达 13.6 亿，手机上网用户数突破了 11 亿。以手机

为核心的各类移动端的日益普及，也使移动支付更活跃。如支付宝统

计表明，去年实名用户已高达 4.5 亿，有 71%的支付笔数发生在移动

端。腾讯今年第三季财报表明，微信月活跃用户数已达 9.8 亿，可以

想象，微信支付用户活跃度同样惊人。伴随智能手环等其他“可穿戴

移动设备”的兴起，未来的支付可能会更“科幻”、便利及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