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拿下支付牌照后，华为如何发力金融业务一直是业内关注的焦点。4月

14日，华为支付业务布局传出新动向，公司公开回应称目前没有进入支付市

场的计划。

低调，是业内对于华为金融业务布局的一致评价。从其持有的金融牌照

来看，除了近期获得的支付牌照外，仅有一张鲜有消息传出的地方性小贷牌

照。 而一位手机行业从业人士则告诉北京商报记者， 对于手机厂商来说，用

户、供应商等“天然”流量加持下，金融业务的确是变现的不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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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跃亭被秋后算账 FF被殃及？ 获医疗器械注册证
华东医药争速医美市场

北京商报讯（记者 姚倩）4月14
日，华东医药早盘放量涨停。消息面

上，华东医药英国全资子公司

Sinclair Pharmaplc（以下简称

“Sinclair”）医美产品Ellansé获国

家药监局《医疗器械注册证》。华东医

药方面表示，此次获得Ellansé中国

大陆医疗器械注册证，是公司医美业

务“全球化运营布局，双循环经营发

展”战略的重大里程碑。

2018年8月，华东医药宣布拟通

过全资孙公司华东医药医美投资（香

港）有限公司收购英国Sinclair的全

部股份，交易总额达14.9亿元。作为

英国伦敦证交所AIM市场上市公司，

Sinclair成立于1971年，Sinclair的主

营业务为医疗美容产品的研发、生产

和销售，主要产品包括可吸收微球、

美容线和玻尿酸等。

针对此次产品获批情况，华东医

药董秘办相关负责人向北京商报记

者表示，以公告内容为准。根据公告，

此次Sinclair获批的产品型号为

Ellansé-S，适用范围为用于皮下

层植入，以纠正中到重度鼻唇沟皱

纹。Ellansé由聚己内酯微球（PCL）

和羧甲基纤维素（CMC）制成，具有

“填充+修复”双重功效。Ellansé先

通过CMC进行快速填充，然后PCL微

球会重启注射部位皮下的胶原新生，

重塑胶原支架。

华东医药方面认为，此次获得

Ellansé中国大陆《医疗器械注册

证》，是公司医美业务“全球化运营布

局，双循环经营发展”战略的重大里

程碑，有利于进一步增强公司医美产

品在国内的市场拓展与综合竞争力。

公司已准备好Ellansé的上市相关

推广工作，Sinclair将尽快安排其荷

兰工厂按照中国许可批准的包装要

求开展Ellansé产品的生产并出口

中国的工作，预计将于2021年下半年

在中国大陆正式上市销售。

事实上，这并非华东医药首次涉

足医美领域。2013年，华东医药取得

韩国LG产品伊婉玻尿酸在中国的独

家代理权。2019年4月，华东医药与从

事医美领域冷冻祛斑和美白相关医

疗 器 械 及 技 术 开 发 的 美 国R2

Dermatology公司达成战略合作，对

R2公司进行股权投资并成为其股东。

医美市场不断扩容是企业布局

的重要原因。据Frost&Sullivan数

据显示，2018年医美服务行业总规

模达到人民币1217亿元，相对于

2014年复合增长率达到23.6%。预

计到2023年，行业规模将达到3600

亿元。

根据华东医药的计划，未来公司

将继续以Sinclair为全球医美运营中

心，加速推进其他核心医美产品在国

内外市场的注册工作及市场推广。

目前，公司医美管线核心产品临

床工作正按计划推进：美国FDA批准

的唯一一款用于中面部组织提拉的可

吸收埋线SilhouetteInstalift，国内

临床试验正在按计划顺利开展；引进

美国R2公司的冷触美容仪Glacial

Spa（F0）正在积极筹备中国上市前的

相关工作；采用OXIFREE专利技术和

工艺的新型高端含利多卡因玻尿酸填

充剂MaiLi系列产品将于2021年上半

年在欧洲市场上市，并已启动中国市

场注册工作。

频频传来好消息的法拉第未来（FF），可算

让贾跃亭春风得意了一把，然而，近两日北京证

监局和中国证监会先后公布的罚款和禁入证券

市场的决定，又给他“泼了盆凉水”。从乐视到

FF，贾跃亭的人生不可谓不曲折。

如果说当初套现、出国不归还是大众对他在

道德层面的指责，那么这次对其财务造假等行

为板上钉钉的处罚，就是法律对他的制裁。未

来，有多少消费者愿意为FF的产品买账，还是个

未知数。

国外得意国内失意

根据决定书，因为乐视网、贾跃亭等存在财

务造假、未按规定披露关联交易、未披露为乐视

控股等公司提供担保事项、未如实披露向上市公

司履行借款承诺的情况、欺诈发行五项违法事

实，中国证监会决定对贾跃亭采取终身证券市场

禁入措施。

而此前一天，乐视网披露行政处罚决定书，

对于2016年乐视网非公开发行、欺诈发行行为，

乐视网及贾跃亭分别被北京证监局处以2.4亿元

的罚款。

对此，贾跃亭并未做出公开回应。

与此同时，在国外，FF上市前以及FF91的

准备工作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本月初，FF已经正式向美国证监会提交

S4上市文件，这份文件显示，特殊目的收购公

司PropertySolutions Acquisitions（PSAC）

的董事会高度认可FF的公司愿景、管理团队、

高端技术以及FF拥有的超800项智能电动车

专利。

此外，这份文件还披露了高达1.16亿美元的

供应商信托持股计划，将供应链和FF有机整合

在一起，打破了电动车行业供应链上下游的传统

关系模式，同时扫清了之前的债务包袱，从而保

证了FF之后的融资可以全部用到研发生产等正

向投入中。

FF首席执行官毕福康在接受外媒采访时透

露，公司正在尝试通过“特殊目的收购公司

（SPAC）”的方式进行公开上市，希望融资10亿

美元，并提出在2022年实现2400台新能源汽车

的销售目标。

备受争议的人生

从乐视到FF，作为创始人的贾跃亭一直处

在舆论漩涡中。

从业务能力来说，贾跃亭确实有着先见之

明。稳扎稳打的乐视从影视资源起家，一路顺风

顺水，成为国内首家在A股上市的在线视频网

站，后来开始跨界，但这一跨便一发不可收拾，相

继做起了手机、电视、电影、体育、金融，甚至是汽

车，跨界的步伐一次比一次大，还将曾经的乐视

分成七大生态体系。

然而，贾跃亭的项目总是一个个近在眼前却

又远在天边的美好愿景，一旦成功必然带来极大

的利润，但是刚开始却需要大量的资金去供养，

短时间内迅速膨胀而起的乐视并没有这种实力，

最终大楼坍塌。

业务归业务，大众对于贾跃亭的争议，更多

在人品方面。

从此次对乐视网和贾跃亭的处罚中可以了

解到，为了上市，首次发行阶段，乐视网通过虚构

业务及虚假回款等方式虚增业绩以满足上市发

行条件，并持续到上市后。具体包括：乐视网虚构

与第三方公司业务，并通过贾跃亭控制的银行账

户构建虚假资金循环的方式虚增业绩，在与客户

真实业务往来中，通过冒充回款等方式虚增业

绩。而作为乐视网实际控制人的贾跃亭，必然是

逃脱不了干系的。

另外，在2015年乐视发展势头一片大好的

时候，贾跃亭抛出巨额减持计划，称其将减少所

持有的乐视网8%的股票，获得的资金将免息借

给公司作为营运资金使用，且借款期限不低于60

个月。3天之内，贾跃亭套现25亿元；4个月后，贾

跃亭又以32元/股的价格转让1亿股，从中套现32

亿元。然而，贾跃亭并未依照承诺将减持资金借

给上市公司使用。

2017年，乐视危机发生后，贾跃亭将老乡孙

宏斌拉进乐视的“死局”，自己却一扭头去了美

国，口口声声说着“下周回国”，如今已经近四年

不归，留下了28万“求告无门”的股民。

负面影响不可避

不可否认，贾跃亭确实是一个很有野心的

企业家，看起来非常腼腆内向，不擅长在公共

场合讲话，做起事来却是胆量十足。他的跨界

从来都不是小打小闹，不局限在某一个小地区

或者某一个时间段，他要么是做整个行业的垄

断，或者是在国际上收购公司，要么就是和顶

级公司合作。

只是，该来的总会来，谁能想到乐视在已经

基本告别资本舞台后，又会被“秋后算账”呢？

FF如今最要紧的任务是在美国纳斯达克上

市，中国证监会的决定应该不会对其产生影响，

但对于未来的发展，FF中美两个市场全面开花

的战略，就不一定了。

北京商报记者也就此采访了FF中国方面，

截至发稿，对方未给出回复。

产经观察家丁少将指出，这个处罚还是会对

FF造成一些影响，毕竟当年的乐视和如今的FF，

贾跃亭都是核心管理人员。对于FF国内业务公

司来说，估计会尽可能厘清和贾跃亭的关系，不

让贾跃亭担任管理职务和持有股份。“目前来看，

除非贾跃亭彻底退出FF，那么未来只有FF在国

内外取得成功，贾跃亭的债务和罚款能得到根本

性解决，FF才可能顺利在国内上市。”

产业观察家洪仕斌则认为，从事实的角度来

看，贾跃亭已经与FF做了一些法律上的割离，通

过申请个人破产，将其个人资产通过债权人信托

的方式转让给债权人，让债权人成为FF的股东，

还卸任了CEO职务；但是从二者的联系上看，大

众都知道FF和乐视、贾跃亭有关联，这件事对FF

的品牌势必会有声誉上的影响。

北京商报记者 石飞月

不进入支付市场

4月14日，多家媒体报道，在4月12日-14

日举行的华为分析师大会上，华为企业BG全

球金融业务部总裁曹冲公开表示，华为目前

没有进入支付市场的计划。在金融领域，华为

的核心仍然是围绕ICT（信息与通信技术）技

术，将该技术应用在金融客户的数字化转型，

以及为行业的数字化赋能上。

此前，3月25日，第三方支付机构深圳讯

联智付网络有限公司发生工商变更，华为持

股100%成为其唯一股东。事实上，华为对于

支付业务布局由来以久，HuaweiPay早在

2016年8月便已经上线，内置于“华为钱包”，

主要为华为手机用户提供移动支付和电子钱

包服务。作为一款在华为手机上内置且不可

删除的应用程序，经过多次更新升级，华为钱

包也为用户提供了多类金融业务。

北京商报记者在华为钱包中看到，除了

刷卡、付款码等支付相关业务外，当前，华为

还为用户提供保险、借钱、交通出行、信用卡、

手机POS机等多项业务。

在借钱业务板块，华为服务群体包括个人

用户以及小微商户，面向个人用户的消费信贷

业务产品主要包括度小满有钱花、苏宁任性贷、

南京银行随鑫花、平安银行平安智贷等，放款金

额为5万-20万元。而小微商户专属的产品则为

华夏银行龙商贷，最高授信额度为30万元。

手机POS机业务则由华为与通联支付、

拉卡拉等第三方支付机构合作推出。根据页

面提示，商户在完成注册后，可凭借华为手机

完成收单工作，无需外接设备。在“零钱”业务

板块，华为与多家银行合作，为用户提供信用

卡还款、基金理财、借款等服务。此外，华为还

推出了专属银行联名信用卡HuaweiCard。

零壹研究院院长于百程表示，华为钱包

里的多项业务均出现了银行的身影，相关支

付业务也均是通过银行进行。拿下支付牌照

后，一方面可以节约高额的交易结算手续费

成本，一方面也有利于华为在用户支付数据

方面进行积累。而华为其他金融业务同样采

用了与机构合作的模式，也是由于其本身不

具备开展相应业务的资质。

牌照布局尚不完善

正如于百程所言，华为开展金融业务受

到牌照制约。相较于其他头部手机厂商在金

融领域的加速扩张，华为在金融这条路上走

得格外谨慎。

从华为钱包提供的相关金融服务来看，

不论是支付、借款还是保险业务，华为钱包中

并没有华为自营产品，采用的都是为其他平

台导流的模式。同时，在导流方面，华为选择

的合作方也相对固定，均由持牌机构提供服

务。在借款业务的相关展示页面，华为钱包还

提示用户，“以上服务将跳转至第三方借贷平

台，华为钱包不参与您的借钱业务”。

北京商报记者梳理发现，除了近期刚刚

获得的支付牌照外，华为仅有一张鲜有消息

传出的地方性小贷牌照，即其旗下孙公

司———深圳市华宜贷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华宜贷”）。

当前，华宜贷并没有官方网站以及产品

信息。但从华宜贷的工商信息变更来看，华宜

贷并非外界猜测的“弃子”。根据国家企业信

用信息公示网，华宜贷成立于2017年3月，最

初注册资本为10亿元，于2019年7月一举增资

至30亿元。2021年2月，华宜贷搬进了位于深

圳市龙岗区的华为总部办公楼。

在中国人民大学助理教授王鹏看来，从

华为当前的业务规模、用户数量以及行业影

响力等多方面来看，其已经具备了开展金融业

务的基础，获得相应的金融牌照也并非难事。

王鹏指出，华为若能在完善金融布局后

提供数字化服务，对于其业绩增长也将大有

好处。

金融被认为是最好的变现渠道之一。一

位手机行业从业人士告诉北京商报记者，对

于手机厂商来说，转变过去的制造商思维后

做金融有必要也有优势。供应商、用户等“天

然”流量加持下，不论是面向供应商的供应链

金融还是面向个人用户的消费信贷产品，做

到业务变现都可谓是水到渠成。

前述行业人士还向北京商报记者透露，

在手机行业的供应链金融中，下游手机经销

商不需要花钱便可以从厂商处获得手机。“对

于手机厂商来说，还不用担心违约成本，给出

去的是手机，还回来的是现金。”

瞄准数字人民币？

对于支付牌照将主要作用于华为钱包中

哪些业务、华宜贷当前业绩情况如何等问题，

北京商报记者向华为方面进行了进一步了

解，但截至发稿，未收到对方回复。

近年来，金融业务成为流量平台的标准

配置，手机厂商做金融在业内也是常事。前述

行业人士表示，手机厂商开展供应链金融，最

初是为了帮助客户消除库存，提高翻单率，使

得整个产业链更快地运转起来，“但在打通这

一环节后，的确能做到又卖手机又赚钱。当前

几家头部手机厂商所售的手机均价约为3000

元，售出一台手机所获得的利润，与一名用户

贷款产生的收益相差无几，用户还能重复贷

款继续产生收益”。

据前述行业人士介绍，当前业内包括华

为在内的四家头部手机厂商，在供应链金融

业务部分打法各有不同，手机零件生产厂商

作为产业上游，无特殊差异。

“对待下游的手机经销商，部分厂商讲究

下沉，部分依托于互联网，而华为则走的是

‘精英’路线。”前述业内人士指出，相较于其

他友商向所有经销商提供贷款，采用小额分

散的方式。华为则只是向部分头部经销商提

供服务，通常可能会给出更高的贷款额度。

另一方面，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2020年

10月，华为曾推出了支持“数字人民币硬件钱

包”功能的Mate40系列手机，这也让业内对

于华为收购支付牌照有了更多的猜测。在宣

布不会进入支付市场后，也有业内人士认为

华为瞄准的是数字人民币这一新赛道。

“但从布局金融业务这部分来看，华为也

存在一定劣势。”王鹏认为，一是监管环境，金

融业务受到强力监管的背景下，华为重新获

得金融牌照、开展业务都将面临很大考验；二

是在于华为当前的场景布局，在生活服务领

域基本处于空白状态；三是作为一家硬件企

业，如果想要布局金融业务，华为需要对当前

业务架构进行更为灵活的调整。

王鹏进一步强调，对于华为的格局来说，

其发展本身就没有局限于主营业务本身，更

多的是完善产业链，形成自身的产业帝国。支

付牌照的价值并不只是支付业务本身，对于

构建华为整体的业务生态也有重要作用。

北京商报记者 岳品瑜 廖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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