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瞄准数字经济 外资机构再获支付牌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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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中云汇获支付牌照

“空中云汇通过此次收购， 获得在中
国内地的支付业务许可。”3月7日， 空中
云汇在其官网“官宣”了收购支付牌照的
消息。

被交易的这张互联网支付牌照，正
是来自商物通。 根据空中云汇发布的公
告，经中国有关部门批准，空中云汇已完
成对持牌支付机构商物通的100%股权
收购。

官网信息显示，空中云汇成立于2015
年，获得腾讯、红杉中国、高瓴资本等机构
投资。定位于搭建全球跨境支付一体化平

台，空中云汇业务覆盖中国香港、美国、欧
洲、新加坡、澳大利亚等150余个国家和地
区。本次收购完成后，空中云汇正式获得
在境内展业的支付业务许可，可通过商物
通这一主体开展支付业务。

另据央行官网，商物通成立于2011年
1月，于2014年7月获得央行颁发的互联网
支付牌照。2019年7月，商物通完成第一次
牌照续展，牌照有效期至2024年7月。从工
商信息来看，商物通为广东林安物流发展
有限公司旗下全资子公司，主营业务范围
包括商品信息咨询服务、提供信息化应用
与综合支付等。目前，商物通的股权信息
尚未发生变更。

不过，空中云汇方面于3月8日告诉北

京商报记者，公司已于3月7日完成股权信
息登记变更的相关工作。对于支付牌照具
体何时能投入使用的问题，空中云汇方面
同样提到，公司正在积极地跟被收购方进
行系统对接。

零壹智库特约研究员于百程指出，在
内地开展支付业务， 获取牌照是前提条
件， 否则只能通过与持牌机构合作开展，
且面临合规问题。 获取内地支付牌照后，
空中云汇避免了牌照合规问题，在业务拓
展上也将更加得心应手。

博通分析金融行业资深分析师王
蓬博进一步解释道， 根据监管要求，境
内的互联网支付牌照是申请跨境外汇
支付业务备案和开展跨境人民币业务

的必备条件，只有拥有了境内的互联网
支付牌照，才拥有了申请以上两类牌照
的资格。

“以空中云汇为代表的头部跨境收款
服务商有几家， 此前在国内并未持牌，只
能通过以境外持牌机构的身份和境内有
跨境支付资质的企业进行合作，为中国跨
境电商卖家提供跨境支付服务，但这种情
况就可能面临分润以及客户流失等方面
的问题。”王蓬博如是说道。

跨境支付持证上岗

近年来， 随着线上交易愈加深入，跨
境电商发展迅速，并成为跨境贸易的新业
态。根据此前商务部发布的中国数字贸易
发展报告，我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跨境
电商零售出口国、 全球最大的B2C跨境电
商交易市场，是全球电子商务生态链最为
完善的国家之一。

跨境贸易的发展也离不开支付，包括
空中云汇在内的跨境支付平台迅速兴起。
但囿于牌照限制， 跨境领域的“无证驾
驶”问题受到广泛关注。央行此前也曾多
次强调， 对境内外投资者禁止的金融业
务，以及未对外开放的金融业务，境外机
构不得在境内经营。已对外开放的金融业
务，境外机构必须持境内相关牌照合法合

规经营。
另有跨境贸易领域从业者指出，当前

出口贸易与跨境出口电商企业所涉及的
跨境支付主要包括海外收款与收单、换汇
（汇率管理）、结汇入境三大环节，然而在
这些流程节点中，存在跨境资金流转效率
低、海外银行账户开立难、监管与合规门
槛高、汇率波动风险大等问题。

“跨境支付流程复杂、 传统支付方式
手续费高，具有科技基因和全球网络的新
型支付平台，在获取支付牌照后，能够通
过灵活、便利、低费率的支付服务和一站
式解决方案，将更加受益于跨境电商的发
展。”于百程解释道。

谈及跨境支付发展走势， 王蓬博强
调，目前来看，合规能力和市场经营能力
是竞争的关键，主要还是看怎样满足中小
卖家需求，比如提供一站式跨境贸易服务
解决方案、定制化的外汇风险管理方案等
服务。在合规建设上，获得牌照许可后，最
大的益处在于能够避免因为境内牌照缺
失导致的合规问题，消除合规隐患，提升
客户安全性方面的信心。

而空中云汇也回应称， 对于中国市
场，空中云汇更加侧重在数字经济领域的
服务，看重中小企业未来潜力，提供跨境
支付一体化加模块化的灵活解决方案。

北京商报记者 廖蒙

继PayPal之后，又一家外资机构获得第三方支付牌照，3月

8日，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全球金融服务平台Airwallex空中云

汇于3月7日发布声明称，经中国有关部门批准，已完成对持牌

支付机构广州商物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商物通”）

的100%股权收购。

对于上述变动，3月8日， 空中云汇方面回应北京商报

记者称，商物通的股权变更已于3月7日完成，公司当前正

在积极地与被收购方进行系统对接。

营收、净利双增

上市银行2022年年报大幕开启，这次
又是平安银行“打头阵”。3月8日晚间，平
安银行披露了正式版2022年年度报告，从
业绩指标来看，2022年平安银行营业收入
保持稳健增长， 盈利能力持续提升。2022
年，该行实现营业收入1798.95亿元，同比
增长6.2%；实现归母净利润455.16亿元，同
比增长25.3%。

各项业务均衡发展，2022年末， 平安
银行管理零售客户资产（AUM）35872.74
亿元，较上年末增长12.7%，其中私行达标
客户AUM余额16207.85亿元，较上年末增
长15.3%； 个人存款余额10349.7亿元，较
上年末增长34.3%。

从年报数据中还可以看到，秉承开放
银行、AI银行、 远程银行等相互衔接并有
机融合的零售转型新模式，智慧、智能已
成为平安银行的标签。2022年， 该行打造
“智能化银行3.0”，业务规模取得进一步突
破， 平安口袋银行App月活跃用户数
（MAU）突破5000万户。

金乐函数分析师廖鹤凯在接受北京
商报记者采访时分析称， 从盈利指标来
看，平安银行业绩表现不错，业务发展表
现强劲，风控表现依然到位，不良率虽然
略微上升，但其他业务板块总体表现非常
平稳。

廖鹤凯进一步指出，平安银行的零售
业务近年来得到了持续迅速的增长，零售
业务的具体方向选择上也是快准狠，财富
客户和私银指标继续两位数增长，业绩预

期长期向好。不过，信用卡业务后续的增
长难度较大，且不良率有所上升，短期内
通过其他业务替代的可能性也较低，这是
未来需要通过其他方向或其他方式补足
的方面。

2022年，受宏观经济环境影响，部分
对公客户经营和零售客户的就业和收入
均受到一定影响。 资产质量方面， 截至
2022年末，平安银行不良贷款率1.05%，较
上年末上升0.03个百分点。平安银行表示，
2022年该行收回不良资产总额412.94亿
元，同比增长26%，其中收回已核销不良资
产本金203.64亿元（含收回已核销不良贷
款119.42亿元），同比增长8.7%。

行业整体业绩增长可期

平安银行2022年年报的登场亮相，标
志着沪深两市A股上市银行年报披露工作
正式开启。 在此之前，A股42家上市银行
中，已有21家银行以业绩快报的形式披露
了2022年部分经营指标。

从盈利能力来看，21家银行归母净利
润增速全部为正，其中，有18家银行归母
净利润增速实现两位数增长。股份制银行
中， 招商银行2022年实现归母净利润
1380.12亿元，同比增加180.9亿元，增幅为
15.08%；中信银行、兴业银行这一指标的
增速分别为11.61%、10.52%。

城、农商行表现则更为不俗，张家港
农商行、江苏银行、江苏苏州农商行3家银
行的归母净利增速上升至近30%， 具体来
看，2022年， 张家港农商行实现归母净利
润16.88亿元，较上年同期上升29.5%；江苏

银行归母净利润为254.94亿元， 同比增长
29.45%；江苏苏州农商行2022年实现归母
净利润15.01亿元，同比增长29.4%。江阴
农商行、无锡农商行、苏州银行、杭州银行
2022年归母净利增幅也均在26%以上。

“从已披露快报的银行业绩信息看，
营收、 净利润同比增速保持较快增长，其
中部分银行利润保持高增长，预示银行经
营业绩整体良好。” 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
宏观研究员周茂华指出，这反映银行整体
经营效率有所提升，同时，这是去年银行
加大实体经济信贷支持、以量补价以及政
策积极稳定银行负债等因素的共同作用
结果。作为周期板块，随着经济活动逐步
恢复，一揽子政策措施落地见效，经济逐
步回暖，企业经营好转，将利好银行盈利，
预计2022年上市银行归母净利润将保持
稳健增长。

廖鹤凯也持有同样看法， 在他看来，
随着“稳增长”政策持续加码，经济迎来复
苏，银行业业绩持续向好预期强烈，银行
业估值修复预计在今年二季度持续展开，
中大型银行估值修复预期较强，部分业绩
好、分红比例高的优质银行的股价更是有
望上一个台阶。

不良存滞后风险

从沪深两市交易所披露的时间来看，
上市银行2022年年报披露时间分布得相
对集中，3月24日-31日， 将有20家银行披
露年报数据，其中不乏农业银行、交通银
行、工商银行等国有大行，中信银行、招商
银行、光大银行等股份制银行也在其中。

本轮上市银行2022年年报披露季预
计于4月29日正式结束。 业内最关注的除
了盈利能力之外， 还有资产质量表现。从
业绩快报数据来看，21家银行中， 有18家
银行不良贷款率较2021年年末出现下降，
仅有招商银行和平安银行不良贷款率出
现上升。

截至2022年末，招商银行不良贷款率
为0.96%， 较上年末增加0.05个百分点；平
安银行不良贷款率为1.05%， 较上年末上
升0.03个百分点；另有1家银行不良贷款率
持平， 为常熟农商行， 不良贷款率为
0.81%，与年初持平。

同时，为了防范潜在不良滞后暴露风
险，也有部分银行提升拨备覆盖率。截至
2022年末 ， 江阴农商行拨备覆盖率
470.55%，较年初上升139.93个百分点；苏
州银行拨备覆盖率530.81%， 较上年末上
升107.9个百分点；无锡农商行拨备覆盖率
552.74%，较年初增加75.55个百分点。

在周茂华看来，近年来银行普遍提高
不良拨备，主要是，一方面近年来银行加
大不良资产处置，分母下降，导致不良拨
备率有所上升；另一方面，近年来国内经
济遭遇内外多因素超预期影响，宏观经济
波动，部分行业企业经营受影响大，部分
银行通过提升拨备覆盖率，以有效应对潜
在不良风险，提高银行经营稳健性与可持
续性。考虑到目前我国面临的经济环境仍
复杂，行业处于复苏阶段，银行需要防范
潜在不良滞后暴露风险，因此，部分银行
增加不良拨备计提，也是为后续潜在不良
风险增厚安全垫。

北京商报记者 宋亦桐

A股上市银行2022年年报大戏正式开幕， 平安银行率先登场。3月8日晚间，平

安银行披露2022年年度报告，这一年，该行营收保持稳健增长，盈利能力持续提

升。而在此之前，A股42家上市银行中，已有21家银行以业绩快报形式公布了部分

业绩经营指标，去年，21家银行归母净利润增速全部为正，有18家银行不良贷款率

较2021年年末出现下降。分析人士预计，随着经济活动逐步恢复，一揽子政策措施

落地见效，2022年上市银行盈利能力将保持稳健增长， 不过考虑到各行各业仍处

于复苏阶段，银行需要防范潜在不良滞后暴露风险。

注：平安银行数据来源为2022年年报，其余银行为2022年业
绩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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