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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FOCUS

“搅局”移动支付市场

Apple Pay

Apple�Pay

Apple�Pay

○ 文 /杨  涛

些年，随着微信、支付宝及其他

各种第三方支付的崛起，网络支

付市场得到飞速发展，也让便捷高效的

移动支付方式变得越发普及。支付方式

的衍变是人类发展到不同阶段时消费方

式习惯的改变，更是人们追求生活便利

安全的核心。

Apple Pay 大起底

2 月 18 日，苹果公司 Apple Pay

移动支付服务正式登陆国内市场，引起

了业界、媒体和“果粉”们的热议。虽

然由于难以抵挡蜂拥而来的“尝鲜”热

情，使得许多人的 iPhone“绑卡”努

力遇到困难，但其只要克服了“体验”

阶段的“水土不服”，仍然会对国内移

动支付市场带来新的冲击。

要理解 Apple Pay 的特点，需要

从移动支付的技术内涵入手。移动支

付也称为手机支付，就是允许用户使用

其移动终端（通常是手机）对所消费的

商品或服务进行账务支付的一种服务方

式。单位或个人通过移动设备、互联网

或者近距离传感直接或间接向银行金融

机构发送支付指令，产生货币支付与资

金转移行为，从而实现移动支付功能。

移动支付将终端设备、互联网、应用提

供商以及金融机构相融合，为用户提供

货币支付、缴费等金融业务。

移动支付主要包括远程支付和近场

支付。能够实现近场支付功能的技术手

段包括 NFC 支付、蓝牙支付、红外线

支付等，前者最为主流。在 NFC 支付

中，又分为 SE-NFC 与 HCE-NFC 两

种技术，前者需要在手机中存在一个安

全芯片，后者基于手机中的应用软件实

现 NFC 卡模拟。

Apple Pay 是典型的 SE-NFC 支

付，而运用手机中的支付宝或微信支付

近

进行网络购物时，则属于远程支付。当

然，用手机支付宝或微信进行线下二维

码扫码支付时，因为能够连接线上与线

下，通常被认为是介于二者之间的模式。

充满生机的实践“热土”

在 Apple Pay 进入之前，我国移

动支付市场确实是“充满生机而躁动”

的“一池春水”。

首先，由于网络经济的快速增长、

智能手机用户数量的大幅提升，我国成

为全球范围的移动支付高增长区域，结

合在经济金融转型中体现的市场成长

性、监管对创新的容忍度较高，使得我

国已经成为以电子支付为代表的新金融

技术的实践“热土”。

其次，在过去的 NFC 支付中，SE-

NFC 遇到了产业链过长、硬件改造等带

来的复杂利益协调问题，在推动中遭遇

困难重重 ；银联已在重点推出的云闪付

则是基于 HCE 技术，但只能在安卓系

统的手机上应用，苹果系统并不支持。

最后，第三方支付的扫码支付由于

流程更简单和便捷，因此迅速在移动支

付领域占据了大量市场份额。虽然相关

规则仍在完善中，监管层对消费者用手

机扫商户二维码的潜在风险非常担忧，

但也默认了商户用扫码枪扫消费者手机

二维码的行为。

由此来看，Apple Pay 实际上通过

整合产业链的合作格局，重启了 SE-

NFC 的活力，并且将会搅动已有的移

动支付市场格局。即便在短期内仍会遇

到诸多挑战，但最终也会在国内移动支

付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

胜算几何？

Apple Pay 进入中国市场，引发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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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诸多疑虑。为什么 Apple Pay 在全

球发展缓慢，在美国也谈不上多成功？

例如，InfoScout 的追踪数据发现

从 2014 年 11 月到 2015 年 11 月，在美

国可以使用 Apple Pay 的交易中，苹

果支付的所占比例反而出现了下滑，尤

其在 2015 年美国黑色星期五期间，一

项涉及 30 万人的调查显示 ：Apple 

Pay 在所有可用交易中所占份额只有

2.5%，较一年前刚推出时明显下滑。

事实上，发达经济体由于拥有较为

完善的卡基支付体系，且有大量的非银

行机构也可发行信用卡，加上个人支票

仍然大行其道，这使得其移动支付增速

相较新兴经济体并不突出，甚至更低。

此外，支付消费者的支付习惯路径

依赖性、更严格的监管也都使得 Apple 

Pay 难以获得爆发式增长。

在我国，Apple Pay 拥有一些比较

优势与特点，或许使其能够获得更多的

发展潜力。

首先，从客户角度看，当绑卡等初

始设定完成之后，其在具体的支付步骤

上确实能够缩短支付动作，即便是短短

的一两步节省，在愈加追求快速便捷的

支付时代，都能够带来消费者体验的偏

好和提升。应该说，Apple Pay 在整

合 NFC 的软硬件协同与客户体验方面，

确实有了重要的突破。同时，Apple 

Pay 所一贯追求和体现的安全性，以及

背后的安全机制 Tokenization，也使得

Apple Pay 更让消费者放心。

其 次， 从 行 业 和 监 管 角 度 看，

Apple Pay 并没有改变现有的银行卡跨

行转接清算的“四方模式”，而是在原

有利益格局中寻求实现共赢的切入点，

相对而言，与银行、卡组织能够找到更

多“共同语言”。同时，虽然在事实上

挑战了第三方支付巨头隐形的支付转接

清算“三方模式”，但后者的主要阵地

仍在线上，线下本来就是增长潜力巨大

的前沿，促进竞争和行业“大战”，反

而可能进一步增加移动支付市场的深度

和广度。同时由于受到国内监管约束，

其只定位为移动支付的硬件技术提供

商，而非独立的支付账户生态体系，与

现有监管的相容性也较好。与此相对应，

具有我国特色的、拥有独立账户的第三

方支付平台建设，未来的生态创新空间

可能会越来越受到监管制约。

最后，从国际视角来看，伴随人民

币国际化和居民对外经济金融往来的飞

速发展，更加便捷安全的跨境支付、海

外支付将成为新的市场增长点，依托

Apple 的国际布局优势，或许能够促进

我国移动支付产业的边界拓宽、技术接

轨前沿、卡组织与卡产品走向国际化等。

当然，也有一些产品内在的不足，

使 Apple Pay 也面临发展的约束。

一方面是来自硬件环境的约束。众

所周知，iPhone 手机由于价格相对较

高，且 Apple Pay 只能适用于 iPhone6

以上的版本，因此其用户群体难以向广

大中低收入人群拓展。同时，虽然银联

在推动云闪付过程中，已经进行了大

量 POS 终端改造，但这仍是 NFC 发

展的重要制约，还需投入大量的成本推

动 POS 端的覆盖面，这也使得 Apple 

Pay 的线下应用场景短期内难以有快速

提升。同时，来自国内市场的零售支付

“高频化”特点，也使得苹果的后台支

持网络或许会常常面临“崩溃”的挑战，

这在首发日已经有所体现。

另一方面，从软环境的约束来看，

Apple Pay 的线上支付同样更缺乏交易

平台的场景支持。而在线下的发展中，

国内用户除了便捷之外，已经习惯于支

付巨头开展的补贴、优惠、红包大战，

而这些似乎又不是习惯“高冷”形象的

Apple 所想做的，因此短期内似乎也难

以大幅提高其使用频率。

同时，就行业发展环境来说，在经

历首发的热炒之后，Apple Pay 仍需要

拓展有效的业务模式。就短期来看，可

能有来自第三方支付企业的产品竞争、

HCE-NFC 的竞争、SE-NFC 模式下

其他手机终端的挑战、非接触式卡支付、

电信运营商的挑战等等，并且在经历了

初期蜜月之后，银联与银行也需要使短

期和长期合作利益逐渐落到实处。

就长期来看，一方面，在不同的发

展背景与条件下，市场主体的“分分合

合”也很正常，我们不用过于担心国内

支付产业被 Apple 所“绑架”，低估国

内市场主体的“智慧”。

另一方面，更值得深思的是，以移

动支付为代表的整个新型电子支付产

业，最终可能从卡基向网基逐渐转换，

过分依赖于硬件的“重”支付方式，必

然逐渐过渡到各类“轻”支付模式。虽

然这一过渡期可能仍然较长，传统支付

模式在新技术引导下也仍可能有特定的

繁荣周期，但如何面向未来可能的支付

革命，是所有传统支付产业链参与者共

同面临的挑战。

总的来看，Apple Pay 面临的机

遇与挑战、优势与不足都比较明显，进

入国内市场已经是其一个成功的重要举

措。我们既不需要对其过于神话、夸大

其给国内支付行业带来的正面或负面影

响，也不能低估和漠视其给支付产业链

带来的技术与商业模式冲击。应该说，

技术进步和竞争充分，总是有利于一个

行业的健康发展和消费者利益保护。在

愈加精彩的移动支付大舞台上，Apple 

Pay 肯定是一个重要参与者，但究竟在

支付变革大潮中掀起多大浪花，还有待

历史检验。 ■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