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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内，
央行四次发放第三方支付牌照

早在2000年，伴随着电子商务的兴起，我国最
早的一批第三方支付企业初露端倪，但当时并没
有被大众所普及。经过 12 年的探索和发展，随着
电子商务的日渐成熟，第三方支付凭借其便利、快

捷的服务，迅速发展，成为互联网经济生态中不可

或缺的一环。

提起第三方支付，在我们周围并不少见，最熟知

的莫过于支付宝，家住淮河路的王女士说，自己的生

活已经离不开它。“我就是网上说的‘千手观音’，一

有时间就得上淘宝，各种淘，各种买。”王女士说，对

于第三方支付平台的出现，她觉得很受用，很方便。

而今年 27 岁的马先生，虽不喜欢网上购物，但

也是第三方支付的使用者和支持者。“我不咋用支付

宝，但我每月都得使用拉卡拉给自己的信用卡还款，

缴水电燃气费等。”马先生说，他平时工作很忙，根本

没有时间到各个营业厅缴费，使用第三方支付——

拉卡拉为他节省了不少时间。

除此之外，汇付天下、财付通、快钱等第三方支

付方式也被广泛应用，而他们的触角也从简单的网

上购物、信用卡还款等领域伸向了线下POS收单、跨
境支付、供应链融资等商业银行的传统业务领域。

然而，在第三方支付“破茧出壳”爆发式
激增的背后，是不是这个新兴行业的繁荣发
展景象呢？答案是否定的，相反各大企业愈
演愈烈的竞争和“圈地运动”，甚至有些中小
企业正在夹缝中艰难求生，多位支付业内人
士表示，尽管第三方支付市场正在经历爆发
式增长，但并不足以容纳如此数量的企业。

“随着牌照发放越来越多，这些企业都
可以名正言顺地进行‘圈地运动’，现在，各
个第三方支付企业已从暗斗转为明争，都在
奋力争抢市场份额。”郑州一位业内人士说，
再加上还有不少正在申请或者想申请牌照
的企业，也在暗地里进行“圈地运动”。

不过，纵然“圈地运动”此起彼伏，越来
越多的企业想要在第三方支付中分得一杯
羹，但目前的这种竞争却很难改变现有的市
场格局。

“虽然目前第三方支付的业务逐步涉及
货币汇兑、互联网支付、移动电话支付、
预付卡发行等业务，但实际上最具备成
熟盈利模式的还集中在互联网支付、预
付卡发行与受理上，因此有很多企业仍

在这两项业务上扎堆，这也导致了众多中小
企业求生很艰难。”该业内人士说。

据数据显示，支付宝以 47.8%的份额稳
居市场首位，财付通以 20.3%的市场份额排
名第二，而银联在线、快钱和汇付天下占比
分居第三至五位。由此看出，第三方支付的
前两位“大佬”已经占去了市场近 70%的比
例，甚至还有人称：“第三方支付中的极少数
大企业掌握着市场中 90%的份额。”那留给
众多中小企业的市场份额就十分有限。

“如今的第三方支付企业的竞争跟去年的
团购网站有些类似，看到市场有需求，就短时
间内超速度激增，然而市场毕竟是大鱼吃小
鱼、小鱼吃虾米，如果没有拓展新的业务范围
或者开展新的利润点，众多中小企业生存起来
会非常困难，甚至于倒闭。”该业内人士说。

同时，支付宝首席财富官井贤栋称：“如
果做不到5000亿以上的交易量，就很难在这
个市场上生存下去。”拉卡拉总裁孙陶然也
表示，在未来三至五年内，规模较小、业务模
式单一的支付企业难以逃脱被淘汰或被收
购的命运。

做 不 成 全 国 的
“大佬”，要力争“区域

诸侯”
5月中旬，中国工商银行突然

叫停拉卡拉、钱袋宝的信用卡还
款业务，令银行和第三方支付之
间的博弈由暗斗演化为明争。

影响第三方支付发展的主要
因素是已显混乱的行业格局。

面对着大企业，第三方支付
的中小企业还有生存空间吗？

“小企业有小企业的发展模
式，小企业不要妄图跟大企业硬
碰硬，而要采取曲线救国的方
法。”在魏伟一看来，做不成全国
的“大佬”，中小企业可以根据自
身的优势，画地为牢，做“区域诸
侯”。

他说，中小企业想要在第三
方支付中有所作为，有所盈利，就
必然要选择走区域性路线，“就
拿我自身来说，我肯定是以河南
的市场为主。首先，我的公司在
河南，我有地理上的接近性，不
管我发展什么业务，河南的市民
通过我的平台进行钱钱交易，钱
是在河南范围内流通，大家总归
放心一些。”魏伟一说，另外，自
己跟河南的一些运营商或者银
行、包括燃气公司等沟通起来障
碍会小很多，同时对于河南人民
的交易习惯也更了解，更容易赢
得客户的信任。

除此之外，魏伟一还称，除了
走区域路线，中小企业还必须要
寻求自身发展新的突破点。“仅靠
一个业务或者一项服务，很难有
立足点，小企业也得不断加强创
新，增值服务。”魏伟一再次拿自
己做例子，称，他的“财信通”不仅
是要成为市民手中的ATM机，完
成支付、消费等功能，同时他还将
通过自己的系统和平台将银行的
所有金融产品汇总起来，成为市
民手中的理财顾问。

在郑州本土，资深金融营销专家、财信
通运营总裁魏伟一也在从事着第三方支付
的业务，他的经历正反映着第三方支付郑州
市场的现状。

魏伟一一直从事金融会展工作，经常举
办金融方面的论坛、展会，2005 年的一个遭
遇让他发起了做第三方支付的想法。“当时
我去深圳出差，到那儿后要取钱，在郑州，满

大街都是交行的网点，可到了深圳，我
一看傻了，到处找不到交行的网点，那
时候异地跨行取钱手续费很贵，跑了
好多地方才终于找到一家，当时就想，
要是手机能支付就好了。”

这个想法在魏伟一心里有了之
后，他就没有忘记过，回到郑州之后他

就开始将业务向这方面努力，注册了商标“财
信”，建立了第三方支付平台“财信通”。除此
之外，他还发现了第三方支付的新领域，移动
支付。将刷卡槽设计到手机上，需要买东西、
转账、充值等操作，直接在手机上一刷卡就可
以。他形象地称这种模式就是将ATM机放在
口袋里。

经过这几年的努力，魏伟一的第三方支
付平台有了一定的规模。他说，他们的企业
也正在申请牌照，而同时在排队等牌照的企
业全国有几百家，但是在郑州并没有几家本
土的第三方支付机构，“这个行业门槛还是
不低的，没有个千万是不行的，而我现在也
才是起步阶段，主要的竞争对手还是全国的
几家大企业。”

6 月 28 日，央行公布了第四
批支付牌照名单，共有95家企业
新获批通过，这是自2011年5月
26日至今，央行发牌照数量最多
的一次。而在此之前，已经有
101家企业获得央行发放的第三
方支付牌照。

短短一年时间，央行先后 4
次发放支付牌照，获批企业的数
量也直线攀升，种种迹象都在表
明第三方支付正在“破茧出壳”，
爆发式增长。然而，在暴增的背
后，则是企业之间的竞争愈演愈
烈，从暗斗转为明争。

记者 李丽君 见习记者 赵柳影

有钱赚的地方，就有江湖
有的地方，钱多人傻，有的地方，钱少人多
比如第三方支付这个“江湖”，总共有196家企业
行业前两位企业就占去市场近70%份额

没5000亿以上交易量，活着很难
本土第三方支付企业的生存之道在哪里？

2011 年 5 月 26 日，央行向国内

27家第三方支付企业颁发了首批支付业务许

可证。同年8月31日，央行公布第二批获得第

三方支付牌照的企业名单，共有13家企业获得牌

照。在这年的最后一天——12月31日，61家第三

方支付企业获得了牌照。今年6月28日，央行公布

了第四批支付牌照名单，共有95家企业新获批通

过。短短的一年时间，第三方支付牌照从1家猛增
到196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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