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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支付市场发展新趋势
■ 周莉萍 周亚平

仅中 国市场 ， 就出 现了多家机构共同主导移动支付市场的局面 ，

近年来 ， 全球支付市场发展迅速 ， 支付创新手段层 出不穷 ，
包括支付宝 、 银行卡 、 银联在线 、 微信支付 、 京东 支付 、 百度

且应用 覆盖率提升极快 。 在此背景下 ， 本文观察总结了全球支付支付
、
苹果支付等等 。 从支付工具结构来看 ， 据 《全球支付报告

市场发展新趋势 。（ ２０ １ ５ ） ， 大致统计 ，
２０ １ ５年年初全球支付市场的主要工具支付

额及其市场份额大致如表 １ 。 从区域支付市场来看 ，
全球主要地

全球支付市场结构悄然转变区的支付市场内部结构大致如表 ２所示 。

以移动支付为首的支付创新是否彻底改变 了 全球支付市场总体而言 ，
信用卡支付方式在全球支付总额中 仍然位居首

的结构 ？ 可 以大致观察到 ２０ １ ５年全球支付市场内 部结构 。 从市位
， 其次是新兴的 电子钱包 ， 市场份额排名第三的是借记卡 。 具

场参与者来看 ，
新的移动支付供应商不断进人该市场 ， 原有的由体而言 ， 北美和拉美地区的信用 卡支付量 （分别为 ４０％

、

４２％ ）

几家主要机构 （如 Ｐ ａｙｐａ ｌ 、
ＭａｓｔｅｒＰａｓ ｓ 、 支付宝等 ） 分割市场在其市场总额 中最大 ，

在全球也是排名第
一

。 欧洲 、 中东和非洲

的局面 已经被打破 ，
新的赢家也不断出现 ， 市场结构不断转换。地区最主要的支付方式是借记卡 （ ２９％ ）

，
也是全球使用借记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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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全球支付市场结构 （
２ 〇 １ ５年年初 ）美、 拉美和亚太地 区没有此两类支付方式 。 根据 《全球支付报告

瓤ｗ ｐｆｅ柄 ⑶⑶ 》 賺据棚 ， 各 纟躯未絲 彳柿雛贿
－

些共同 的

信用卡 （
Ｃｒ ｅｄ ｉｔＣａ ｒｄｓ

）５７ ７２９９

Ｚ１Ｚ２．ｗ ， ，／





＾


趋势 ： 银行卡支付量减少 ， 银行转账支付量略增 。 其他支付方式
电子钱包 （

ｅＷ ａ
ｌ ｌ

ｅ ｔｓ
）


４
２
７
２ １ ． ７

借记卡 （
Ｄｅ ｂ ｉ ｔＣａｒｄｓ

）３８ ７
￣￣

２０
，

１发展则存在地 区差异 ，
如 电子钱包在拉美之外的地区均可能 出现

（
ＢａｎｋＴｒａ ｎｓｆｅ ｒｓ

）



２ １ ２
ＬＵ支付量上升 ， 而现金 、 预付方式在各地区的发展趋势则可能完全

现金 （
Ｃａ ｓｈ ｏｎＤｅ ｌ ｉｖｅ ｒ

ｙ ） １ ２４６ ． ５

记账卡 （
Ｃｈ ａｒ

ｇ
ｅＣａ ｒｄｓ

）

一

５ ９
一

３ Ｊ不同 。

（
Ｐｒｅ Ｐａ

ｙ ）



５５


２
＿

９
总体而言 ，

随着全球电子商务的稳步发展 ， 电子钱包 的支

预付卡 （
Ｐｒｅ

＿

Ｐａ ｉ ｄＣａ ｒｄｓ
）４５２ ． ４


＾５



ｉ



付量会不断增加 ’
或位居全球支付量首位 ， 但速度可能没有预期

后付方式 （
ＰｏｓｔＰａ

ｙ ）
￣￣

 １ ８
＾

０
．

９中那么快 。
随着支付体系 内部竞争和结构变化 ’ 传统银行卡支付

！

Ｄ ｉ ｒｅ ｃ ｔＤｅ

＇

ｂ ｉｔ ｓ
＞



５





（借记卡和信用卡 ） 或会借助近场支付等新型技术 ， 稳定其市场

份额 ， 从而在未来 ５
？

１ ０年 占据全球支付市场的重要地位 。

数据来源 ： 《Ｇ ｌ ｏ ｂ ａ
ｌＰ ａ

ｙｍｅｎ ｔ
ｓ Ｒｅ ｐ ｏ

ｒ
ｔ
（２０ １ ５

） 》
，

Ｗｏ ｒ ｌ ｄ
ｐ
ａ ｙ

，


２０ １ ５年 １ １

月 。

表 ２ 全球各地区支付市场结构 （
２０ １ ５年年初 ）支付技术开发和应用继续升级

移动支付技术和各种分析算法 的发展 ， 彻底 打破 了全球支

獅■ｉ ｉｓａａＭ 傭麵棚綱。 細里隱麵费 、 她规 ， ￥为行业竞
信 卡４０４ ２

１ ３３ １



＾


７



＾


８



争的焦点 ，
且开始被深度挖掘 。 全球多 国在支付等金融技术上面

轩飽


１ ４５２０３ ４的投资不断增加 ，
数字化货 币技术更加成熟 。 据不完全统计 ， 自

银行转账 ７９ｒｉｒｉ＿

＾


４



７



６



９

２００８年以来
，
全球金融技术投资总额呈现每年三倍的增速 ，

２０ １ ３

记账卡
—

４３７



３年约为 ２９ ． ７亿美元 ，
２０ １ ４年 ， 全球金融技术投资总额已高达 １ ２０

巧￥
式
＾？

１

亿美元。 到 ２０２ ０年
， 其投资总额大约能增加 至２００亿美元 以上 。

预付卡 １ ７
１ １

—

１｜

－

１
＇

］



１其中
，

亚洲 国家 （如中 国 、
日 本等 ） 因 为消费者对互联 网 ＋服务

甜拭


° １ ６



＇



１的接受程度比较高
，
其金融技术投资也随着回报率提高而不断增

直接借记无 无彳无
，

％找票


＾


＾


ｊ



＾


力卩 。 支付技术的 发展速度是否可以被准确预测 （ 比如当 初计算机

／／ ｒ ，， ，ｐＲ， ， ｎ ｉ Ｒ 、 、、 ＼Ａ／Ｍ〇 ｎ ｉ＾ １ １ Ｒ技术的发展速度就曾遵循所谓的摩尔定律 ） ？ 从硬件来看
，
智能

数据来源 ：

《Ｇ ｌｏ ｂ ａ ｌＰ ａ
ｙｍ ｅｎ ｔｓ Ｒｅｐ ｏ

ｒ
ｔ （２０ １

５
） 》 ，

Ｗ ｏｒ ｌ ｄｐ
ａ
ｙ ，

２ ０ １ ５年 １ １

月 。

手机俨然已经成为主要的移动支付载体 ， 集线上线下移动支付于

最多的地方。 亚太地区则是全球新兴移动支付的领头羊 ， 电子钱 一

身 ， 其他移动支付工具 （智能手环等 ） 也不短出现 ， 但尚未打

包３４％的使用 量位居全球首位。 从银行卡支付量来看 ， 北美地区
破其主导地位 。 从软件技术来看 ， 未来移动支付发展的主要趋势

在全球最高 ， 信用卡 和借记卡总支付量约占市场总额的 ６５％ ， 接

Ｔ 来是拉美地 区的 ４９％ ， 第三是欧洲 、 中 东和非 洲地区的 ４ ２％ ’

近场支付 （ 简 称Ｎ Ｆ Ｃ ） ，
已成 为 重要 的移动 支付技术 。

Ｎ Ｆ Ｃ由 １
９ ８ ３年发 明 的沃顿发明 的非接触式射频识别技术演变 而

金融市场最为发达的北美地区 ， 其银行卡支付量却在全球排
来 ， 其可以为多个设备如数码相机 、 ＰＤＡ ， 计算机和手机之间进

名第一
＜而商业银行在金融体系 中 占重要地位的亚太地区 ， 其银

行交换资料 。
ＮＦ Ｃ移动支付随着 ２０ １ ２年 ＮＦ Ｃ智能手机投入市场

行卡支付量却在全球位居末位 。 可以看出 ， 支付市场的 发展结构
后开始发展 ， 已经成为手机运营商和移动支付平 台比较成功的商

与一国金融结构不一致
，
银行卡支付量没有突 出商业银行在

一

国 业模式创新 。 目 前全球知名手机品牌商 、

Ｖ
ｉ ｓａ等卡组织是ＮＦ Ｃ移

金融体系 中的地位 。 银行卡使用量不能完全代表该地区商业银行

的 发展实 況 ？ ， 原 日月Ｓ ，
支付竞争背Ｓ 是：各 ■类金 几构市场竞生物特征识别 （

Ｂ ｉｏｍｅｔｒｉｃｓＡｕｔｈｅｎｔｉｃａｔ ｉｏ ｎ
） 或成为重要的

的 不 Ｉｔ是商 ｉｋ银行 ’ 如各类胃用钱 移动支付安全技术 。 随着移动支付越来越便捷 、 高效 ，
与之相关

行机构 、 收 单机构等 。 因此 ， 才会 出现上述情况 。

的个人隐私 、 个人财务数据安全隐患不断产生
，
由此

，
准确识别

在支付方式发展方面 ’ 区域差异也比较明显 ， 比如
，
直接借

个人身份信息成为保障移动支付安全的 重要前提 。 自 １ ８ ９ １ 年产生

ｉ己和 电子发 票的支 付方式
，
只在欧洲 、 中东和非洲地区存在 ， 北 的指纹识騰术已来

，
生物特征识别技术不断升级发展 ， 目前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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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生物特征识别技术包括ＤＮＡ 、 指纹 、 声音
、 面部特征 、 静因此 ， 在

一

波又
一

波的支付场景竞争中 ， 几乎被完全淹没 。

脉识别等 。 其 中 ， 指纹机和手形机的商业应用最为成熟 。 越来越而 今 ， 在第三方支付机构沉淀了大量资 金 、 有 了扩 张商业

高效的点对点支付模式
，
需要高度识别个人身份信息的技术 ， 曾信用 的必要资本之 际 ， 同时依托移动 支付新技术 ， 各类传统信

经用 于高度机密场合的生物识别特征目 前是最佳选择之
一

。 虽然 用 卡的替代工具的 出 现几乎是必然结果
，
例如美国 Ｐａｙ ｐａ ｌ旗下

目前还没有大规模市场化 ， 但其发展势头 比较明 显 ， 各大手机运 的Ａ ｆｆ ｉｒｍ公司 、
Ａ ｐｐ ｌ

ｅｐ ａｙ等 ， 国 内的
“

妈蚁花呗
”

，

“

京东白

营商 、 支付机构等都在投人研发此项安全技术 。条
”

等 等 ， 都可以在消 费者进行消费交易时直接提供支付便利 的

移动云计算
，

已经开始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撑 。 自 ２ ００７年以 信用贷款。 既 可以直接提高商家的 销售额和利润
，
又为消 费者节

来 ，
云计算概念开始出 现并流行 。 ＮＦ Ｃ等创新支付技术直接挑战 省延迟消 费带来的成本 。 当然 ， 消 费者必须为此高效率的服务 支

计算能力有限的移动工具 ，
也因此给移动工具之外的移动云计算付对应的 利息 。 这种创新带来的直接影 响是客户逐渐降低对银行

新的发展机会 。 做为独立的计算平台
，
移动云计算能为移动工具 信 用账户 的依赖 ， 第三方支 付机构的金融属性增强 ， 其长期影

中的各种应用 如支付 ， 提供更好 、 更便捷的数据储存 、 处理
、 交 响是侵蚀经济体系原有的商业模式 ， 改变金融结构和商业社会规

换等服务 。 随着移动支付等应 用技术的不断发展 ，
移动云计算将 则 ， 增强数字化货 币实现的可能性 。

凸显其强大的功能 ， 不断为智能工具计算减 负 。 当然
， 其对互联信用 卡替代工具及其便利的 支付服务对传统信用卡是致命

网的传输速度和质量要求也越来越高 ， 而这也是 目前的网络发展 的冲击 。 于是 ， 可 以看到 ， 信用 卡供应商也开始奋力反击。 ２０ １ ５

趋势 。年
， 借助新的近场支付技术 ， 全球信用 卡供应商试图 重新提升

客户对信用 卡的使用 量和黏 着度 。 美国 支付市场的行业调查 问

复杂支付体系悄然形成卷也印证了这
一

趋 势 。 在 《２０ １
５高级支 付报告 （ ＴｈｅＡ ｄｖａｎ ｃｅｄ

支付 ，
已经不仅仅是公共的金融基础设施 ， 近年来 ， 其已经Ｐａ ｙｍ ｅｎｔＲｅｐｏ ｒｔ２０ １ ５ ）

》 问卷 中 ， 问题
“

认为哪些机构拉动

逐步成为商业模式的
一

部分 、 市场营销的新手段 。 市场竞争远没了移动支付增长
”

？ 得到 的答案显示 ， 拉动移动支付增 长的机构

有结束 。 新的玩家 （如第三方支付和各类手机支付、 网络 电子钱 排名 大致如下 ： 卡 网络如美国运通等 （ ８ ２％ ） 、 手机等通信供应

包如Ａｎｄｒｏ ｉｄＰ ａｙ等 ） 不断进入支付市场 ， 原有的玩家 （如商业 商 （ ７ ８％ ）
、

Ｐａ ｙｐ ａ ｌ （７６％ ） 、 第三方支付机构 （ ７ ３％ ） 、 新型互

银行和信用 卡 ） 并没有被击退 ， 而是通过技术合作 、 商业合作等 联网公司 （
７２％

） 、 银行和金融机构 （７２％ ） 、 谷 歌
（
６８％） 、 商家

方式
， 以新的形式 （如银行网络 电子钱包 ） 重新回到市场 ， 支付（

６３％
） 、

Ｓｔａｒｔ
－

ｕｐｓ（ ６２％ ） 、 移动网络运营商 （
５ ３％ ） 。 简而

市场竞争异常激烈 。 目前 ， 移动支付技术 、 信用 卡体系 、 商业银 言之 ， 从 ２０ １ ５年的情况来看 ， 美 国移动 支付新的增长引擎是信用

行等金融机构 、 电子商务 、 传统商家之间 深化合作形成了复杂支 卡机构 ， 其次是手机制造商 ， 再次是第三方支付机构
， 最后是移

付体系 ， 为消 费者带来全新体验 。动 网络运营商 。 这也大致反映了 目前全球支付市场竞争结构 。 当

当各类 支付机 构共 同掌握了 前沿 支付技术时 ， 都具备提供 然 ，
各国具体情形有所细微差异 。

高效支付的能力时 ， 支付场景 （远程支付和 现场支付 ） 的 争夺战

就不可避免 。 而消费者对某
一

类支付场景的偏好 、 适应性和黏着数字化货币 的长期生存基础不断穷实
度越高

，
提供该类支付场景的机构也将成为未来支付体系 的主导无论支付市场的 内部结 构如何改变 ， 至今可以 肯定的

一

点

者 。 互联网 电商及第三方支付机构最早打破传统的线下现场支付 是 ， 移动支付技术等创新带来 了更高的支付服务效率 ， 夯实了数

场景
，
并围绕第三方支付做加法 ， 涉足金融理财等服务 ， 强化了字化货币的 长期生存基础 。

自 身的服务能力 。 在越来越多的线下商业机构接受第三方支付机数字化货币最初出 现的基本 目 的是脱媒 ， 即减少消 费者和商

构的邀约提供现场第三方支付服务时 ， 传统信用 卡市场及其营造 家之间的 多重货 币交换环节 （
如现金与 非现金账户转换 、 货币之

的传统现场支付场景真正开始受到猛烈冲击 。 在此之前 ， 商业银 间的兑换等 ） ， 以节省货币交易成本 ， 提高交换效率 。 无论哪种

行也依托其银行卡支付服务 ， 设立了 电商等商业服务机构 ， 试 图 数字化货币 ， 若要长期存在并被消费者接受 ， 都需要对消 费群体

营造新的远程支付场景 。 但这
一

举措并没有提高其客户 黏着度 ，培养
一

些最基本的消费习惯 ， 如 非现金化支付消费 ， 从而提高消

■■Ｈａ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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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者对数字化货币 交易 的依赖程度 。 比特 币在很多 国家的交易 并 应性非常强 ； 第二名 新加坡则对于商 业机构 、 政府资 金流的数

不成功 ， 源于其投机性交易量远远高于基本的消 费性交易量 ， 本 字化等拥有良好的监管规划 ， 以及高度发展的信息交互技术 （ 简

末倒置 ， 没有培养出对其高度依赖的消 费者群体 ， 没有形成坚实称 Ｉ ＣＴ ） 基础设施 ， 第三名 美国拥有富有活力的创新环境 、 最新

的生存基础 。技术在 消费者和商业机构 中的高扩散率
，
快速发展的 Ｂ２ Ｃ电子商

在全球 ， 移动支付带动的数字化货 币运营机构 （商业银行 、务 ， 美 国消 费者基础 多样化导致其数字化货 币适应性较差 ， 瑞

信用 卡网络 、 第三方支付机构 、 手机制造商等 ） 都正 在经历深刻典具有广阔的 Ｉ ＣＴ基础设施 ， 消 费者和商业机构对创新的适应性

的创新过程 。 而在其对立面的消费者 ， 也对数字化货 币有了切实 非常强 ； 中国香港拥有良好的 Ｉ ＣＴ基础设施 ， 金融服 务监管 自 由

体验。 数字化货 币不再是
一

种理论上的新奇事物
，
也不再是仅仅 化

，
电信部门 和 零售部门对 数字化货 币 的 适应性 强 ， 准 备 程度

停留在理论讨论和大宗金融交易 ， 而是开始深入消费 者的工作和高 ； 挪威排名 第六 ， 零售业对数字化货币 高偏好 ， 消 费者对新技

生活 ， 并呈现 蔓延之势 。 虽 然经济水平 发展程度 高低是
一

国 数 术的高偏好 ， 英国的零售商业机构和消 费者偏好数字化货币 ， 政

字化货币 发展的重要基础 ，
但并不是唯

一

因 素 。 而今 ，
这种数字 府出 台数字化货 币过渡政策 ， 但其 目 前的 １ Ｃ丁对创新的承受能力

化货 币创新都已经触及到 各国的终端消 费者 。 全球数字化货 币 发 较差
：
荷兰政府 财政 资金数字化程度高 ， 消 费者和商业机构对

展也迎来 了
“

春天
”

， 很多 国家已经尝试实现了 无现金社会 ，
更 创新适应力强 ， 但与英国 相同 ，

ＩＣＴ承受能力弱 ，
日 本具有竞争

多 的 国 家跃跃欲试 。 大部分国 家在鼓励移 动 支付创新的 同时 ，性的 私人企业和 电信部 门 ， 但文化偏见导致其现 金使用率依 然

在稳步发展各项金融基础设施 ，
总体提升

一

国金融体 系的服务 水很高 ； 瑞士拥有 良好的 Ｉ ＣＴ基础设施 ， 商业机构对创新接纳程度

平 。 总体来看 ，
全球移动支付创新大大夯实 了数字化货币 发展的高 ， 但其他市场 Ｉ ＣＴ承受能力不强 ， 丹麦排名第 １ １ ， 零售部门对

基础
，
推动更 多的国 家未来进人无现金社会 。 表 ３是花旗银行编 数字化货 币 高接纳度 ， 并通过提高金融服务承受能力提高其数字

制 的全球数字化货 币指数排名
，
其中前十位的 国家和地区 如 ３所 化货币 声誉 ， 德国本地市场竞争适度 ， 商业机构对各类创新适应

示 。 花旗银行将各国 （地区 ）
所处的数字化货 币阶段 ， 按照分数排名分别 能力强 ， 但其现金使用率依然很高 ， 奥地利本土市场竞争适度 ，

列为
“

实质性准备期
”

（ 第 １
？

２３名 ） 、

“

过渡 期
”

（ 第 ２４
？

电信部门对数字化货币准备程度高 ， 通过本土创新和企业关系提

４５名 ） 、

“

形成期
”

（ 第 ４６ ？ ６８ 名 ） 、

“

初始期
”

（
第６ ９ ？ ９ ０高其名 望 。 加拿大对数字化货 币监管自 由度高 ， 金融服务可得度

名 ） 。高 、 承受能力强 ， 但 同类市场的 Ｉ ＣＴ基础设施承受能力弱 。

各国 （地区 ）
在 数字化货 币进 程 中的得 分指数 高低 与其国 （境 ）内 相 关政中 国排名 第 ３９ ， 处于数字化货 币过渡 期 阶段。 报告显示 ，

策和金融基础设施紧密相关 。 以迸入实质性准 备 期的各国 （地区 ）为 例
， 中 国发展数字化货 币 的优势在 于有适合创新的环境 ， 政府资金流

在发展数字化货币 方面 ， 名列前茅的各 国 （地区 ） 各有优势
：
如排名 第 ？数字化程度高 ， 劣势则在 亍 电信部 门对于数字化货 币 准备程度不

的芬兰 ， 国 内 消 费者 和 商业机构对于 支付技术 等 金 融创 新的适 高 。

表 ３ 全球数字化货币随 （
前Ｕ）名＠ 家和地 区 ）２０ １ ５＾－ ＾：＾ｉ ｆｆＡ

■ ：■麗Ｕ；■？讓叫画 議，觀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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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不断变 化 》
的 丨创 新的 接受能 力 超 出 预期 ， 近场

支付测臟賴臓￥非職 ， 料化獅麵賊础在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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