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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余家机构齐降价 小微支付收“红包”

北京商报2021.6.28

银联无界卡加速推进数字化转型 丰富卡产品体系打造优质便民惠民服务

银联无界卡打造创新服务
数字化便民能力持续升级

伴随支付行业的数字化转型，中国银

联联合商业银行于2020年8月正式发布首

款数字银行卡“银联无界卡”。截至目前，共

推动21家银行发行28款无界卡产品，发卡

量超过550万张。中国银联执行副总裁胡浩

中表示，银联无界卡代表了数字化的时代

趋势。银联将以银联无界卡为抓手，进一步

推动产品及服务的数字化发展。

银联无界卡运用大数据、Token等创

新技术，将移动支付与银行卡产品紧密结

合，建立全新的银联数字化卡产品及配套

服务体系，实现用户“申卡、绑卡、用卡”一

体化。同时，打通线上线下的电商、公交、手

机钱包等多元化支付场景，为持卡人提供

商超数字礼券、还款充值立减、互联网动态

会员等丰富的专属卡权益。

2021年4月，中国银联与建设银行、长

沙轨道交通集团合作，在长沙发布首张地

铁场景的数字无界联名卡。用户可在长沙

地铁App完成数字无界联名卡的申请及快

速领卡，通过数字无界卡搭乘长沙地铁及

长沙公交。银联无界卡与长沙地铁的结合，

是银联无界卡在地铁场景的又一次创新应

用，进一步提升了无界卡产品在交通出行

领域的普惠便民水平。此前，银联已联合华

为、美团等国内企业，推出中信华为无界

卡、美团无界信用卡等创新型产品。

中国银联将持续推动数字化支付服务

在重要便民场景的广泛应用，通过深度融

合餐饮、购物、出行、生活、旅游等高频消费

场景，探索建立全新合作发卡用卡模式，形

成多场景、优服务的“无界+”产品体系，促

进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同时，持续完善无

界卡产品功能与权益体系，不断优化用户

产品体验，进一步提升云闪付App申卡及

多渠道绑卡整体流程。

卡产品体系不断丰富
权益服务水平进一步提升

银联聚焦消费者新需求、新习惯，满足

持卡人多元化消费需求，为促消费扩内需

增活力添动力。银联打造了以钻石卡为代

表的高端卡产品系列，以跨境返现卡为代

表的跨境消费产品系列以及针对商旅、女

性、年轻等主力消费人群的主题卡产品系

列，形成了覆盖居民日常消费需要的丰富

卡产品体系，累计发行各类银行卡1400余

种。同时，在助力小微、振兴乡村、服务长三

角一体化等重要议题中，银联均打造出兼

具市场和口碑的卡产品。以长三角主题卡

为例，深度融合自驾、高铁、商圈等多元场

景与银行核心服务，使持卡人获得更舒心

的长三角消费体验，并通过打造“支付+增

值”的数字化受理网络和支付生态，助力长

三角高质量发展深入推进。此外，银联打造

以小微企业卡、单位结算卡和商务卡为代

表的企业卡产品系列，服务企业发展，助力

构建良好营商环境。

随着生活场景的不断丰富，银联不断

完善卡产品，以商旅出行、健康保障、人文

娱乐和至臻生活为核心，打造优质权益服

务。以商旅出行为例，银联卡权益服务覆盖

酒店预订、机场停车、快速安检、候机服务、

接送机、酒店入住等全部场景，为持卡人带

来便捷省心的尊享体验。银联也围绕年轻

人群开展定制化服务，银联联合交通银行、

招商银行等推出多种动漫与游戏信用卡，

联合华夏银行发布电竞联名信用卡，深受

广大年轻用户欢迎。2020年11月起，银联为

年轻人群全新打造定制权益活动，持卡人

可通过用卡消费和邀请好友，兑换音乐、阅

读、运动、旅行、购物等丰富的潮流权益。

扩展国际受理网络
打造银联品牌特色

在全球范围内，银联积极联动境内外

银行，在境外累计发行1.5亿张银联卡，超过

八成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国家和地区开

通银联卡业务，粤港澳大湾区实现银联卡

受理全覆盖。

2020年，银联境外新增发卡超2000万

张。在亚太地区，每新增发行4张银行卡，就

有一张是“银联”品牌。同时，银联本地化业

务不断提速，在全球航空客运量同比下降

2/3的形势下，境外发行的银联卡交易量逆

势增长，主要为本地持卡人日常生活消费，

中国港澳地区、韩国、巴基斯坦、俄罗斯、中

亚地区所发银联卡交易九成在本地发生。

此前，银联发布了为海淘购物、出境旅

游等跨境消费人群打造的高端信用卡“跨

境返现卡”，目前已发行超过1900万张。同

时，银联打造全球首个由国际卡品牌推出

的开放式跨境营销服务平台“优计划”，开

放营销服务平台的技术能力与商户资源，

支持合作机构“定制”用户专享的银联卡优

惠，助境外持卡人在特殊时期享受更丰富、

精准的消费体验。

面对数字支付时代浪潮，中国银联将

持续发挥产业优势，携手商业银行等产业

各方，积极探索构建数字时代新型产业合

作关系，继续提高服务商业银行的能力，不

断提升数字化支付服务能力，为百姓打造

安全、高效的支付服务，为加速形成以国内

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的新发展格局贡献力量。

“十四五”规划提出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为进一步顺应数字化发展趋势，中国银联积极联合产业

各方加速推进数字化转型和创新发展，持续打造包括银行卡、云闪付App、银联手机闪付等在内的优质便捷的支

付产品，为消费金融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以银行卡为例，目前，中国银联已联合商业银行针对不同客群定制个性

化权益，在境内外发行了1400余种银联卡，形成了丰富的卡产品体系。

自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部署后，小微企

业支付手续费降费措施如今进一步落到实

处。6月27日，北京商报记者采访发现，已有包

括支付宝、财付通、银联商务、拉卡拉、易宝支

付等在内的十余家支付公司响应降费措施，

优惠和减免对象主要是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

户。随着数字化发展，支付产业链费率降低已

是大势所趋，不过在多重压力下，后续如何丰

富收入与盈利来源，增强自身行业竞争力，仍

是中小支付机构亟待思考的问题。

多机构齐降价

“严格推进和落实降费项目及降费要求”

“三年内对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实施优惠或

减免”“做好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等客户界

定，做到‘应降尽降’”……据北京商报记者梳

理，截至目前，包括支付宝、财付通、银联商

务、拉卡拉、易宝支付、快钱等在内的十余家

支付公司，已公开表态将降低小微企业和个

体工商户支付手续费。

其中，支付宝方面告诉北京商报记者，未

来三年，收钱码提现继续免费，此外符合标准

的商户可享受网络支付服务费优惠，最低打9

折；财付通同样表示，将进一步加强对小微企

业和个体工商户等扶持力度，落实支付各项

费用的优惠和减免措施，帮助小微企业和个

体工商户降低成本；度小满支付也表态称，从

2021年9月30日起三年内，对符合条件的小微

企业实施优惠或减免措施。

除了公开表态的支付公司外，目前也有

支付公司正在计划降费准备。一支付公司高

管告诉北京商报记者，该公司业务主要为to

B，在此次政策出台后，公司已经对相关收费

项目进行了系统梳理，梳理完之后主要会面

向一些有降费空间的中小型商户，在产品服

务费用和年费上做出降低措施，相关调整幅

度会较监管政策要求的更大一些。

支付机构的降费动作，来自于6月25日央

行、银保监会、发改委、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

《关于降低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支付手续

费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该通知提出，

银行卡清算机构协调成员机构，应对标准类

商户借记卡发卡行服务费、网络服务费在现

行政府指导价基础上实行9折优惠、封顶值维

持不变，对优惠类商户发卡行服务费、网络服

务费继续在现行政府指导价基础上实行7.8折

优惠。收单机构应同步降低对商户的收单服

务费，切实将发卡行、银行卡清算机构让利传

导至商户。

同日，中国支付清算协会、中国银行业协

会也发起《关于降低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支付手续费的倡议书》，鼓励支付机构对小微

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有经营行为的个人等网

络支付商户服务费实行优惠，优惠后价格不

高于现行标准9折。鼓励支付机构对采用收款

码收款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有经营行

为的个人免收支付账户提现手续费。

兼顾生存与降费

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是市场的毛细血

管，关系亿万生计，而支付机构一系列降免措

施，无异于一场“甘霖”，增加了前者的盈利空

间和存活几率。

金融科技专家苏筱芮表示，支付机构一

系列手续费降价措施是为响应对小微企业和

个体工商户的支付支持，对于支付机构来说，

一方面，较为优惠的支付费率，可以进一步稳

定机构的小微客群；不过另一方面，降费也会

对支付机构的手续费收入带来一定程度的

影响。

“总体看，大机构对降费措施更有底气，

而收入模式较为单一、过度依赖支付手续费

的支付机构，将面临压力。”苏筱芮补充道。

此现象从6月27日北京商报记者通过多

家支付机构的采访亦可窥出。记者注意到，自

降费政策出台后，大部分支付机构纷纷响应

降费政策，但也有少部分中小支付机构对此

三缄其口。

一支付行业资深从业人士告诉记者，支

付市场寡头格局下，90%大商户被巨头垄断，

很多中小支付机构都在错位发展小微企业和

个体工商户，因为机构自身成本、盈利、竞争

压力很大，收费水平也不高，因此在目前保本

微利的阶段，如何进一步兼顾生存与降费，是

一个重点考虑的问题。

对于降费问题，支付行业资深分析师王

蓬博则指出，降费政策体现了监管机构切实

落实国务院要求，让利实体经济的决心。小微

企业盈利空间增加，也增加了活下去的几率。

行业技术一直在进步，数字化发展大大降低

了银行业的人工成本和网点成本，包括硬件

设备等成本都在逐年降低，所以支付费率从

整条支付产业链的角度来讲，确实有下降的

空间和可能性。但究竟应该由谁来承担降低

的成本需要探讨。

王蓬博直言道，“从整条产业链来看，支

付机构是市场化最充分、利润占比最低的一

环，此次降低费率，支付行业都要受到影响，

两大支付巨头的规模最大，未来预计让利最

多，但二者受到的影响可能反而不如收单机

构，毕竟实际经营利润占比不同”。在王蓬博

看来，银行的主营收入利润不在支付手续费

等收入，这部分占有银行的利润比例很低，因

此，银行侧适当对支付机构降费减负或是应

有之义。

盼银行降费减负

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针对降费政策，通

知同时要求，商业银行、非银行支付机构应当

对支付手续费收费情况进行全面自查，清理

重复、捆绑、无实质服务内容的收费项目，更

不得采取先升后降、转嫁成本等方式变相提

高支付手续费。

苏筱芮告诉北京商报记者，目前市场上

仍存在支付定价随意、收费名目不透明等乱

象，建议支付机构深入贯彻监管关于落实降

低手续费的文件精神，从支付服务相关的宣

传、运营、处理投诉等流程入手，优化客户体

验、充分披露信息，使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切实体会到降费带来的支持力度。

不过，也有机构提出，此次降费措施后，

将会进一步加大中小机构生存压力，成本越

来越高、收费越来越低，在此背景下，希望银

行能适当对支付机构降费减负，并进一步提

高备付金利息。

苏筱芮称，降费措施出台后，对于头部支

付而言影响不大，因为巨头通常拥有自己的

生态圈，即便降低手续费，也会想办法为小微

客户提供其他形式的增值服务；但中小支付

机构业务模式较为单一，生态体系存在短板，

在降费的冲击面前确实会表现出比巨头更强

的脆弱性，因此，希望银行能适当对支付机构

降费减负代表了中小支付机构的一种心声。

“未来中小机构还是需要丰富收入模式

与盈利来源，以支付为主体进行各类服务的

延展，以增强自身的行业竞争力。”苏筱芮建

议道。

王蓬博则称，2016年以来，国家监管层加

快了对行业乱象的清理整顿，出台超过20项

政策法规对支付行业预付卡、备付金、条码支

付等各项业务进行系统性监管，逐步清理产

业链乱象，防范支付行业中潜在的金融风险，

以合规引领行业良性竞争、有序发展。

王蓬博认为，在强监管逐渐成为常态化

的今天，第三方支付企业发展要以合规能力

与风控能力为第一要务和核心竞争力，不能

只在意眼前的利益，而要在基础性技术和科

技创新上有长足的发展和建设。

北京商报记者 岳品瑜 刘四红

小微支付手续费降费迎实质举措

机构反应：

包括支付宝、财付通、银联商
务、拉卡拉、易宝支付、快钱等
在内的十余家支付公司响应
降费措施，优惠和减免对象主
要是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行业情况：

总体看，大机构对降费措施
更有底气，而收入模式较为
单一、过度依赖支付手续费
的支付机构，将面临压力。

业内建议：

希望银行能适当对支付机
构降费减负；中小支付机构
需要丰富收入模式与盈利
来源，增强行业竞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