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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背景：2018 年 6 月 30 号，由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中国

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联合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法律与金

融监管研究基地承办的《数字普惠金融倡议与中国实践》学术研

讨会在京成功召开。 

 



演讲内容： 

从统计数据上，从有数据开始第三方互联网支付就呈现高增

长状况，2013 年第一季度环比增长有低于零的情况，其他时间都

是有高度增长。这对于第三方支付来讲是很好的消息，对于我们

来说有一些问题。支付来说一般有非常清晰的季节性，但是第三

方支付上面还没有看到季节性，意味着第三方支付无论在数据上

还是业务模式上都是不稳定的，这就是我们一直为什么希望拿到

更多的数据做观察，这样才能增加我们研究的可信度。 

中国第三方支付高速发展的主要原因有：在硬件上面金融科

技的高速发展提供了条件、支付便利化的市场前景，以消费为导

向的第三方支付巨大的市场前景。这里面有两方面的原因，正向

的原因是金融科技发展使得消费者或者个人利用新的科技进行个

人的金融活动有了更多的可能性。但是也有另外一个不利的方面，

就是后发优势问题，实际上中国第三方支付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

是由于传统面向个人、面向消费金融系统的不成熟。中国金融系

统即使在改革开放之后的相当长时间内仍然以企业为导向、以生

产为导向，在消费和个人方面做得相当不够，这为第三方支付这

样个人导向的金融活动提供了巨大的空间。 

这也带来了我们在普惠金融研究上面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

们在前面介绍普惠金融指数的时候把第三方支付或者把移动支付

作为其中非常重要的指标，问题在于（当进行国际横向比较时）



移动支付或者第三方支付高度的覆盖性不一定代表着普惠金融有

高速发展，有时反而是落后的标志。一个可以作为借鉴的例子是

肯尼亚，肯尼亚是在移动支付上面走得非常好的，甚至远远超过

中国，原因并不在于它没有很好的金融系统，恰恰因为它的金融

设施非常糟糕，以至于它们不得不依靠手机履行其中的很多金融

职能，这也是我们需要在后面研究当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支付和其他金融经济业务的融合，这也是许多非金融企业开

始对于支付业务高度重视的原因。现在很多的互联网企业甚至包

括实体经济的企业都把第三方支付作为引导客流重要的方式，也

作为整合其他金融业务或者财务业务重要的平台，这也推动了第

三方支付的高速发展。还有就是不是太好的动力就是监管套利，

中国金融方面有很严格的进入管制，使得很多企业不能进入到金

融领域，第三方支付被当作进入被管制金融领域的路径。现在大

家看到非法集资的问题，包括第三方支付资金池的问题，在一定

的程度上是其他金融机构试图通过支付这个工具进入到银行尤其

是储蓄业务的手段，所以它背后的本质是监管套利，这也是中国

监管当局以及研究者在后面需要高度重视的一个问题，因为它可

能意味着很大的金融风险。 

从第三方互联网支付的业务占比角度来看，从 2017 年第三季

度的数据可以看出，其中大概 40%是互联网金融，这是一个非常

庞杂的业务，其中包含了相当多各种各样的金融业务，其中主要



是以小型企业以及个人业务为主，还有大概 20%左右是非常清晰

的个人业务，这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属于普惠金融的内容，还有

15%左右是以消费为主导的金融活动。 

第三方支付市场结构的数据，这当中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目

前还是处于高度集中的状况，大概 50%集中在支付宝蚂蚁金服，

还有 20%在财付通，这是腾讯的支付平台，微信支付也是在这上

面进行的。 

第三方支付在普惠金融当中的作用主要在于它可以针对性解

决一些边缘人群金融服务可及性的障碍，其中之一就是金融服务

的边际成本和平均成本的问题。在中国乃至世界，很多弱势群体

无论是在地理空间还是在金融应用场景上都是高度分散的，如果

要把他们做完全的覆盖，就需要建立非常多的固定设施，这样就

会导致金融服务平均成本居高不下。对于这一类的弱势群体进行

金融服务的边际成本非常高，不像一般的金融服务边际成本是下

降的，这也导致了金融服务当中的成本问题。第二个相当重要的

问题是消费者自身，这些边缘人群在金融认知上处于非常低的状

态，远远低于平均水平，在这种情况下即使给他们提供一般正规

化的金融服务，他们也不了解这种服务对他们的实际意义是什么，

这也是目前普惠金融存在的重大的问题。商业机会的缺乏，很多

时候我们把普惠金融看作是解决流动性的手段，对于普惠金融来

说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如何使它改善他们的生活水平，和其



他的商业机会结合在一起，如果不解决结合的问题，流动性的问

题就没有太大的帮助。还有就是在资金使用方向上的控制，即如

何保证这些边缘人群获得的资金得到了有效的，至少是在预期方

向上的使用。 

第三方支付可以在相当程度上解决前面的几个问题，降低交

易费用，实现和商业场景的结合，给予更多的商业机会。支付系

统能够实现对其中资金流向的控制，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些边缘人

群自己难以进行资金控制以及信用程度比较低的问题。通过第三

方支付系统中资金流向的监控，也可以对扶贫效果有更好的了解。

但第三方支付也可能带来一定的副作用，大部分情况下第三方支

付都是商业导向的，和政府的包容性金融的导向并不完全一致，

所以它很有可能带来一些问题。例如第三方支付在 APPs 设计和相

关金融知识介绍上更多考虑其本身的商业活动，导致知识捆绑问

题，会带来对消费者的信息扭曲，尤其在消费者的金融认知程度

比较低的情况下，这是更加严重的问题。再就是它有可能导致超

前消费和过度信贷，目前在校园贷已经看到了非常明显的趋势。

还有就是由于监管套利导致非法集资活动，有可能造成比较大的

社会风险和金融系统性风险。 

在这个过程当中政府的职责包括三个大的方面。一是为相关

的企业提供足够的激励，这里的激励包括两方面，一个是商业利

润，一个是企业的社会责任的披露。二是对于支付和相关责任的



监管，这里不仅包括系统性风险，更重要的方面是消费者保护。

三是提供更加完善的基础设施。政府和第三方支付有几个可行的

模式。一是政府作为项目的组织者，也就是传统上的委托代理模

式，政府是一个委托人，而第三方支付企业是代理人。二是政府

作为市场主导者，政府本身会从事很强公共物品性质第三方支付，

在这个过程当中引导其他的商业性的支付企业加入到其中。三是

政府作为需求方的支持者，对金融需求和相应支付活动加以补贴

或进行担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