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越南单方面宣称支付宝和微信支付在

本国属于“非法支付结算”，已经全面禁止。实

际上，距离支付宝和微信走进越南才刚刚半年

的时间，越南的态度却有了一百八十度转弯。

支 付 宝 进 入 越 南 的 时 候 ，曾 提 前 与 越 南

NAPAS 成员银行及其中介支付服务网络进行对

接，其在越南提供的交换和电子结算服务是合

法合规的。

移动支付受阻 源于对
方对金融风险的担忧

“总体来看，中国移动支付企业出海还是顺

利的。遇到的问题，从表面来看，主要来自于对

方国家金融监管层对中国移动支付企业的监管

和当地法律法规的约束。”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

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对科技日报记

者表示。按照公开消息，此次越南之所以单方

面禁用支付宝、微信支付，

资金去向不明确是重要的

考虑因素。

欧 阳 日 辉 指 出 ，当 地

的法律法规对我国移动支

付进行约束的根源是传统

的金融事业和新兴金融事

业的矛盾，“也就是说我们

的移动支付进入这些国家

以后，虽然跟当地企业合

作，但也不可避免地动了

传统行业的奶酪。这个矛

盾我们自己同样经历过，

国内的第三方支付也和传

统金融机构有过长期的拉

锯。越南也是一样。”欧阳

日辉说，“目前来看对方的

传统行业还是占了优势，移动支付才会被禁。”

除了新支付模式对传统金融行业地位的撼

动，互联网金融的风险也是对方国家担忧的主

要问题，“尤其是在一些相对落后的国家，对于

互联网金融的潜在风险存在顾虑，比如金融数

据的安全问题、数据产生的金融安全和经济安

全问题等，对方还不能透彻把握，可能会直接

选择一刀切的方式，把相关业务停掉。”欧阳日

辉说。

在欧阳日辉看来，新旧金融的博弈、经济安

全的顾虑、金融风险的担忧等问题，是移动支付

企业出海时普遍面临的问题，今天在越南发生，

明天也可能在其他国家发生。尤其是在作为出

海热门目的地的东南亚国家，相较于金融体系

和监管手段更完善的欧美国家，在接受这类新

事物时可能更为谨慎。

有业内人士表示，尽管国内支付机构拥有领

先的技术和运营方式，但面对国外法律法规、支

付习惯、金融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差异，仅凭国内

经验去拓展海外市场是不够的。

出海趋势不可挡 吃透
对方政策市场是关键

虽然出海之路并不一帆风顺，但对于移动支

付企业来说，继续对内对外拓展是大势所趋。

“对内主要是在广大农村地区、欠发达地区

以普惠金融的方式进行发展，因为农村地区使

用移动支付其实比城市更加迫切。对外则是移

动支付模式在国外的不断复制和铺开，移动支

付是继银行卡支付之后的新的业态，这种中国

经验的海外推广符合便捷支付的大趋势。”欧阳

日辉表示。

但出海势必面临着陌生的市场、政策环境、

用户，一旦选择跨海寻金，移动支付企业就要吃

透对方市场的法律法规，了解其用户的使用习

惯，进行技术和运营的“本土化适配”，这些都是

必要的功课。另外，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李爱君

曾对媒体表示，纸币、信用卡和手机只是支付方

式不同，而选择什么支付方式与各国公众习惯

有关，同时还存在路径依赖和黏性。

除了发展的地域问题，安全性的提高、新技

术的应用也是移动支付发展的重要趋势。在移

动支付出海遇阻的问题上，虽然不乏对方对潜

在金融风险的难以把控和过度反应，但移动支

付企业还是应该从中体会到“安全性”这一命门

的重要，“移动支付、便捷支付能够健康快速发

展的前提必须是安全性的保障，安全性包括加

密技术的使用、生物识别技术的使用等，这些新

的技术要逐步成为移动支付企业的标配。”欧阳

日辉强调。

此外，目前移动支付主要面向个人用户，未

来，移动支付将向中小微企业等企业用户发展，

“金融必须为商业服务，既然电子商务开始由 to

C 向 to B 转向，移动支付也同样会朝着这个方

向转变。”欧阳日辉说。

移动支付越南被非法

出海“抢奶酪”需“本土化适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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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家

在“一带一路”资金加速流动的过程中，跨境支付创新正扮演着

日益重要的角色。

贸易和投融资快速增长，令跨境支付面临新的挑战。民生银行

交易银行部副总经理徐捷表示，传统的跨境汇款通常两至三天才能

到账，且汇出汇入过程至少涉及四家银行。对于在“一带一路”开展

贸易或投资的企业而言，跨境支付周期长意味着可能丢失生意，收费

不透明则导致成本核算难度增大。依托领先金融科技的跨境支付创

新，正逐渐改变这一状况。

据新华社报道，作为银行同业间的重要国际合作组织，成立于

1973年的“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于 2017年启动“全球支

付创新（gpi）”计划。此项计划旨在帮助企业获取更优质的支付服

务，其主要特点包括资金使用更快速、收费透明、端对端付款跟踪，以

及不更改传输汇款信息。

5 日在上海举行的“SWIFT 中华区金融市场论坛”上，SWIFT 亚

太欧非区首席执行官何亚伦（alain raes）透露，包括世界排名前 50 位

银行中的 49 家在内，目前已有 165 家银行签约加入 gpi服务，已处理

完毕的 gpi支付达到 5000 万笔，覆盖 100 多种货币。在中国，已有 10

家银行机构上线 gpi服务，另外 17家正在筹备之中。

多家中资银行代表在论坛上表示，借助 gpi服务，银行跨境支付

速度提升至几十分钟甚至“秒级”，可预测性结算时间、透明的银行费

用和汇率帮助客户大大缩短供应周期。

跨境支付创新对资金流动产生的“加速效应”，也令中国金融机

构在“一带一路”的布局步伐变得更快。中国银行总行支付清算部副

总经理及中行（毛里求斯）有限公司董事孙尚斌说，中行目前已在“一

带一路”沿线的 20 多个国家设立了分支机构，并计划将中银香港升

级为区域分行。

70.82万亿元

“移动支付风险正逐渐成为主要的支付风险类型。”日前，中国支

付清算协会副秘书长马国光在移动支付安全与创新研讨会上提出了

行业挑战。当下，移动支付亟待在便民与安全之间找到平衡点。移

动支付连续多年保持高速增长，渗透在居民交通出行、消费购物、日

常缴费等方方面面，为百姓生活提供了便捷高效的服务。

人民银行的统计数据显示，一季度，银行业金融机构共处理移动

支付业务 109.63 亿笔，金额 70.82 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7.84%和

16.76%；非银行支付机构处理网络支付业务 1101.91亿笔，金额 51.13

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34%和 93.15%。

“移动支付在改进体验、便利百姓的同时，其风险也随之发生变

化，呈现出隐蔽性、复杂性、交叉性等新趋势。尤其是移动手机端的

账户盗用和欺诈屡有发生，给用户资金造成一定损失。”马国光表示，

移动支付需要安全升级，跟得上效率的提升。

8100万美元

由泰国科技部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第四届“华为亚

太创新日”近日在曼谷举行。华为在这一活动上宣布，将在未来 3年

投入 8100万美元支持东南亚区域构筑数字新生态。

据新华社报道，华为东南亚地区部总裁吴伟涛介绍说，这笔资金

将用于开放实验室、云开发者计划、信息通信技术人才培养。同时，

华为将把过去 30年在信息通信技术领域的经验开放给合作伙伴，帮

助行业共同成长。

吴伟涛还宣布，华为将在今年 8月正式启用德里开放实验室，与

目前的曼谷开放实验室一起组成华为东南亚区域行业解决方案创新

平台。华为将对在华为云上进行创新的开发者予以扶持，满足条件

的开发者企业可获最高 15万美金的扶持资源包。

当天，泰国国家科学技术发展署、泰国国家创新署、华为泰国三

方联合签署了《面向全球市场加强创新研究合作的战略合作备忘

录》。

本届华为亚太创新日围绕“创新能使亚太数字化”主题，泰国政

府、产业界、学术界代表近 300人共同探讨创新技术如何使数字经济

加速发展，迈向创新数字化生活以及如何为新兴企业提供创新土壤，

共建共赢生态系统等热点话题。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近来，云南省

提出了以绿色为底色，坚持高质量发展的路

径。走进新时代的云南，将打造“绿色能源”

“绿色食品”“健康生活目的地”这三张牌，为

跨越发展注入新动能。

其中，“绿色能源”“绿色食品”领域覆盖了

大量高新技术产业。为助推新旧动能转换，不

仅把科技型企业扶上马，还要“送一程”，为绿

色高质量发展安上资金扶持的新“引擎”，云南

省科技成果转化与创业投资基金在发力。

本报记者 赵汉斌

云叶化肥是一家“新三板”企业。近年来，

他们以“云叶”牌生物有机肥为主打，在云南高

原特色农业发展，倡导绿色农业、绿色食品以及

替代传统化肥的进程中出了不小的力。

“能在烤烟、茶叶专用生物复合肥的布点

中快速行进，助力绿色农业发展，这得益于云

南省科技厅的大力扶持和真金白银的注入。”

云叶化肥董事会秘书张端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2017 年，云南省科技成果转化与创业投资基金

子基金——银科基金以 2000 万元间接入股，不

仅救了企业的急，还为企业后续研发和市场布

局带来了始料未及的效果，在大理祥云、保山昌

宁和普洱市等一些烤烟、茶叶主产区，有机肥的

使用已深入人心。

云叶化肥的故事只是这个转化投资基金撬

动市场发展、加快科技成果转化与创业创新的

一个缩影。说起基金的发端，重点新兴产业的

企业都由衷地为顶层设计的远见卓识和创新理

念点赞。

早在 5年前，为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的战

略部署，云南省有了一连串的大手笔。他们提

出了设立转化投资基金的路径，以政府引导的

方式，吸引风险投资机构、商业银行以及其他社

会资金共同投入，设立规模不低于 10 亿元的子

基金。

据转化投资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昆明北京

理工孵化器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熊景杰介绍，

参照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运作模式，云

南省于 2014 年 12 月设立转化基金，出台了一系

列管理办法进行规范操作。

基金按“合作共赢，促进云南省科技成果转

化应用及科技型企业发展”的原则，与其他符合

条件的社会资金、投资机构、地方政府共同发起

设立若干子基金，以及用于贷款风险补偿。目

前，他们将重点投向了云南高原特色农业、新材

料、生物医药、节能环保、高端装备制造、新能

源、新能源汽车、光电子与信息以及现代服务业

等领域。

大手笔投入 助推新旧动能转换

“政府引导基金及贷款风险补偿，是创新

财政科技资金投入方式的重要手段，这有利于

放大有限财政科技资金，弥补‘市场失灵’的缺

陷。”云南省科技厅资源配置与管理处负责基

金管理的王冀芳告诉记者，引导银行、创业投

资、担保、保险等机构加大对科技型企业支持

撬动产业发展 成果转化之树开枝散叶

“重点围绕云南打好‘三张牌’需求，充实银科

基金的规模和功能，才能进一步加速科技成果转

化转移，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熊景杰说，他

们还将引导农行“科创贷+风险金池”业务向科技

型中小微企业倾斜，落实普惠金融政策，让“金融

活水”顺畅流向科技创新领域的“最后一公里”。

他们将探索重大科技创新项目成果转化和

产业化引入基金、银行等金融机构支持方式，开

辟重大科技创新项目科技投入新渠道，争取国

家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资金支持，提升专业

化运营水平。

此外，积极培育科技金融服务业也是一个

取向。通过开展形式各异的科技金融对接活

动，搭建科技型企业与基金、银行等金融机构对

接通道，提高科技型企业投融资效率。同时，推

进与科技创新相关领域的合作，引导金融资本

为科技企业孵化器、加速器、众创空间提供优质

金融服务。

打好三张牌 金融活水流向科创高地

力度，可提高科技型企业现代企业管理水平，

激发创新活力，促进新旧动能转换，实现提质

增效。

在此期间，云南省科技厅着力发挥转化基

金“引导、放大”功能，通过与社会投资方、银行

等金融机构共建科技投融资项目库，共办科技

投融资推介会，共搭科技投融资常态化对接平

台等方式，推动区域科技成果转化转移。

据熊景杰介绍，2017 年 3 月，转化投资基金

与社会资本成功组建首支子基金——云南银科

股权投资基金，首期规模为 2.01亿元。其中，转

化基金出资 5000 万元，与社会资本重点投向科

技农业、生物医药、科技服务业等高科技企业成

果转化。目前已完成了涉及新药研发、高原特

色农业等领域三个项目的 1亿元投资。

与此同时，设立“风险金池”也是一个创

新。由转化基金出资 4600 万元，与农行共同设

立“科创贷+风险金池”，为云南省科技型企业

融资贷款增信，按风险金池规模逐步达到 10 倍

的科技信贷授信额度，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科技

型中小微企业融资门槛，控制了融资成本，缓

解他们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从而促进了科技

成果转化转移，目前，信贷支持已达到 1 亿元。

在基金运作过程中，他们还围绕云南打造

“三张牌”的重点，引导金融资本支持绿色食品

领域 0.6 亿元，支持“健康生活目的地”领域 2.

1 亿元，同时支持区域创新创业大赛中涌现出

的成长企业。

这些资金，撬动了数十倍、百倍于此的产

业发展动力，增强了科技企业发展的后劲。

视觉中国视觉中国

视觉中国视觉中国

有了资本新“引擎”

绿色科创企业绿色科创企业““钱钱””途无忧途无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