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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认为：“在现代经济中，知识经济正成为真正的资本与首

要的财富。”知识经济在现实经济活动中主要表现为两种发

展趋势：一是信息化，二是全球化。电子商务作为信息化与

全球化的热点，正在演变成为一股巨大的经济力量。 电子商

务与金融业的共生关系越来越重要，电子商务不仅能使金融

业降低成本，增加收益，增强竞争力；也让金融业超越了时

空的限制；从而进一步巩固金融业的支付结算地位；同时也

促进金融机构向全能服务型发展；进一步改变金融业的传统

管理模式，使金融业逐步向网络化金融转变。 在物流和信息

流基本得到解决的情况下，电子支付现在成了电子商务的瓶

颈，我们在此着重阐述和分析一下电子支付的环节。 一、电

子支付的发展历程 1、 国内外的发展介绍 谈到电子支付的发

展历程，我们要提一下美国安全第一网上银行（SFNB）

，1995年10月18日，SFNB作为第一家网上银行对公众开放，

在它的推动下，世界上越来越多的银行开始提供在线金融交

易服务。SFNB 在1998年被加拿大皇家银行收购。其他的网银

业务也逐渐盛行，如：美洲银行、花旗银行、摩根大通银行

等都相继推出网上支付的金融增值业务。 中国是在1996年涉

足网上银行，1999年招商银行首家推出一卡通拨打电话功能

；同年开设了国内同业第一家离行式自助银行；2000年招商

银行首家推出一卡通网上支付功能。相继工商银行等也推出

了网上银行服务，2002年到2004年期间涌现出了大批的第三



方电子支付公司。 2、 国内外应用情况对比 据数据表示

，2004年，美国电子商务交易中，通过电子支付方式进行的

交易总额为2800亿美元。其中由银行收取的有1/2，其余部分

由非银行机构收取。美国相关支付收入市场总量在2004年占

全球电子支付收入总量7800亿美元的1/3.美国的支付收入市场

将按每年8%的增长率增长，2005年Q4美国电子商务零售额估

计为229亿美元，较之Q3上升3.3%（±2.1%），较之2004年Q4

增加23.0%（±3.8%）。2005年Q4的整体零售额估计为9603亿

美元，较之Q3上升了0.3%（±0.3%），较之2004年Q4增

加6.0%（±0.3%）。2005年Q4的电子商务零售额，占整体零

售额的2.4%.预计于2008年达到4110亿美元。 据艾瑞的数据显

示，中国人们在网上支付的金额在逐年增加。中国个人网上

支付的市场规模发展迅速。2001年中国网上支付的市场规模

为9 亿元，2004 年该规模增长为75 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

（CAGR）为102.7%.iResearch 预测，未来几年我国网上支付

的市场规模继续扩大，2007 年我国网上支付市场规模将达

到605 亿元。2001年中国网上支付用户每人年均网上支付金额

为234 元，2004 年该金额增长为408 元，年均复合增长率

（CAGR）为20.4%.iResearch 预测，人们在网上支付的金额将

越来越大，2007年我国网上支付用户每人年均网上支付金额

将有可能达到1136 元。 2004 年游戏点卡的网上支付规模占网

上支付总规模的比重最大。2004 年，个人用户通过网上支付

的75 亿总交易额中，游戏点卡所占份额高达22.7%；其次是航

空客票，所占比例为20.0%；网络购物所占比例为17.3%；教

育、网上代收费、数字出版和其他所占比例分别为14.7%

、13.3%、5.3%和6.7%. 二、电子支付发展瓶颈 中国电子支付



市场表现出六个特点，首先是市场规模发展迅速；但方向不

明；创新严重落后；行业竞争日益激烈；市场的集中度越来

越高； 新产品开发的速度比较缓慢，支付方式较单一，已经

不能满足客户多元化的需求，更谈不上量身订制，随需应变

。 值得高兴的是，监管环境日趋完善。虽然还在非常早期，

中国电子支付发展非常迅速，并且已经积累了一定的规模，

但是，与国外发展成熟的电子支付市场相比还存在着很大差

距。从客观角度分析，中国的电子支付行业发展还需要跨越

五道门槛，具体包括：安全问题、法律问题、金融监管问题

、标准规范以及社会及消费者观念的问题。 1、 安全问题 随

着网络技术和信息化程度的普及，与此同时也伴随着一定的

系统安全风险，网络技术面临着黑客的挑战和木马等网络病

毒的威胁，这就导致网上银行面临运营风险的考验。数据的

传输是否安全也是网上银行的重要环节，另外，电子支付是

个新型的行业，一些新的产品和金融增值业务会大量产生，

这也给现行金融管理体制中政策的空白点和盲区带来挑战。

2、 法律问题 首先是缺乏电子支付交易风险的法律法规，在

电子商务交易中，如果出现风险问题，目前还没有法律依据

能够明确银行、电子支付公司、商户、消费者三者之间的权

利、义务及责任问题，尤其是第三方电子支付公司与商户签

约时就经常会面对这个风险谁担的尴尬问题，到底什么样的

风险是银行的责任；什么样的风险是电子支付公司的责任；

什么样的风险是商户的责任等等；都几乎没有法律依据。只

能按照实际情况来平衡几方的利益和责任。尤其是在外卡结

算的环节，相对于国内的银行卡更复杂，如何解决拒付等现

象都是棘手问题。 电子支付的良性发展呼唤监管电子支付业



务行为的法律法规，由于电子商务和电子支付都是比较新的

行业，所以，这两个业务上的法律法规相对比较少，当然，

目前已经颁布了一些法律条款，例如：《电子签名法》、《

电子银行业务管理办法》、《电子银行安全评估指引》等。

但是这些条款还远远不够，面对电子支付的快速发展还需要

更全面的法律条款来约束交易行为，还需要在责任、权利、

义务、赔偿、罚款以及信用机制方面细化法律法规。 3、 金

融监管与标准规范 电子支付行业的兴起使得银行服务更多元

化，各家银行都已经意识到电子支付业务的重要性，所以，

无论是网上银行还是手机银行、或者是电话银行、电话支付

都是积极与第三方电子支付公司进行战略合作，但是如何给

电子支付公司一个合法身份，或者说是给他们制定一个公平

的准入规则值得深刻思考，是套用现有的银行监管机制还是

重新制定一套监管办法？这个疑问也许就是监管部门正在考

虑的问题。 目前，电子支付公司的身份还没有明确，就连电

子支付公司的从业者也搞不明白自己到底是定位于非银行金

融业务还是金融增值业务，也许他们已经有了自己的答案，

但是无法可依的业务还是心中打鼓。所以，我们静待央行的

电子支付行业监管政策。 在业务运营方面，我们也希望在行

业自律、产品价格、增值业务方面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如

果有法可依，那么银行与电子支付公司的合作就更市场化，

其共赢共融性就更强；行业价格战的硝烟也不至于白热化甚

至发展到了不正当竞争的趋势。 以价格为导向的竞争会被以

价值为导向的竞争取代。 另外，在安全和技术运营方面缺乏

统一的规划，就网上银行安全技术而言也是不尽相同，有的

采用SSL协议，有的采用SET协议，一般是多种安全和认证技



术混合使用，对整个产业发展也是一个不利的因素。 4、 社

会观念的问题 这个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消费者已

经习惯了现金支付，再加上中国国情的问题，很难让消费者

一下子就接受和选择电子支付工具；另一方面也是处于对电

子支付的不相信，根本问题就是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还没建

立起来，这样也直接导致了消费者不积极使用电子支付的重

要原因，想比较而言，美国的社会诚信体系做的比较完善，

个人消费几乎都是使用信用卡，无论是买机票还是商场购物

或者到电子商务网站购书，几乎完全可以用信用卡来解决生

活所需。 三、电子支付：促进银行业创新 全球的金融网络化

的大潮已经是势不可挡，银行业不断加大中间业务的投入也

是不争的事实，面对电子金融时代的用户需求多样化，银行

要不断推出新的产品和增值业务来满足市场的需要。 一方面

银行积极的去适应市场的需要，同时也通过与电子支付公司

合作推出创新的产品，例如，YeePay易宝与工商银行、招商

银行等银行的合作的电话支付。 电话支付是一种离线的支付

工具，当消费者在进行购物和消费时，无论是通过网络、电

话或其他方式提交订单，只需拥有银行帐号或卡号，就可通

过拔打电话银行特服号码如工行95588、招行95555、民

生95568等，根据语音提示进行付款操作，就能随时随地完成

付款。无须上网，无须提现，更加安全方便。电话支付就成

了电话银行的一个新的使用功能，对丰富银行的产品品种有

着积极的作用。 作为继现金、刷卡、在线支付之后的一种新

型的支付手段，电话支付将互联网、手机、固定电话整合在

一个平台上，把每一部普通电话都变成了虚拟的POS机消费

终端，真正实现了脱离互联网限制的电子支付。商家只需接



入电话支付业务，便可为消费者提供一体化的购买、支付全

套服务，拓展多维立体化的市场空间。作为在线支付的有效

补充，电话支付为更多传统行业搭建了电子支付的高速公路

，并成为电子商务渗入传统商业领域的最佳利器。 随着3G时

代的来临，手机将是最普及的终端，将来的手机支付将是最

普及电子支付工具之一，银行业如何与3G更好的融合将显得

非常重要，所以，手机支付的业务让银行更好地为其消费者

服务，同时，与第三方支付公司的合作也将对其产业链有所

促进。从某种角度而言，电子支付不仅是银行业的后备军，

同时也是传统经济的发动机，更是中国目前没有被满足的最

大需求之一，对建设创新型经济有重大意义。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