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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银行的“成长烦恼”：第三方支付

  

近几年来,中国的电子银行业务发展非常迅速,这对于银行业务转型发挥了积极的作
用。但电子银行也面临着成长的烦恼,比如如何在增强安全性的同时兼顾客户体验?
如何应对第三方支付机构的冲击?怎样实现传统服务模式向网络经济服务模式的转
变?

1月底央行出台的这项政策对各家银行的安全性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以往要求相
比,此次强调的内容包括第三方认证,在转账方面要求使用的Key必须是现代新型产品
,因此各家银行还在适应调整中。安全性的建立是一个体系的建立,因此后台操作会
复杂和细致一些,包括实施干预、规则制定,加强反欺诈的操作。

对于电子银行,保障安全性的同时兼顾客户体验是尤为重要的,客户体验应该和安全
相协调,比如更高安全性能的产品可能会造成客户在使用上程序繁琐,这方面就对新
产品产生了一定的制约,而这些新产品需要推广,也需要市场接纳和适应。目前有一
些新产品在试用,要达到央行规定的增强安全要求,产品和业务各方面还需要改善。
就现在电子银行市场的情况而言,基本上各家银行都能达到基本要求,有的做的比较
好的银行已经超越基本要求了。

未来电子银行的发展方向,我觉得可以学习西方发达国家银行的做法,他们提倡银行
是商业行为,出现问题由银行赔付,各家银行造成的问题由各家银行自己承担,监管层
只监管系统产生的风险。商业行为很可能是未来我国银行定义和发展的方向。

近几年来,不是金融行业的第三方机构也逐渐涉足金融行业,出现了第三方支付,比如
阿里巴巴、快钱、支付宝等,甚至还包括电信、移动开通的手机支付。这对银行挑战
比较大。近几年来第三方支付机构的规模越来越大,这种状况也引起了监管部门的注
意。但目前是市场经济,不可否认第三方支付也为客户提供的一些便利。面对这样的
挑战,我认为银行自身的服务要跟上,银行的网上支付方式得有一些改善。

目前，也有一些银行和第三方机构合作,比如建行和阿里巴巴合作成立了网络(信贷)
银行,主要解决中小企业贷款问题。第三方支付机构会拿出一些中小企业信息资源,
需要时还会拿出对企业的评星结果资料,当然银行方面把这作为一个参考。但是,一
旦银行业务要进一步延伸的时候,就需要了解企业更多信息和交易内容,而这些资料
又在第三方手上掌握着,它们控制了中小企业的交易行为方面的信息资讯,很多内容
又是银行贷款和监管方面所需要了解的。所以,目前与第三方支付机构的沟通显得比
较重要,但不排除有时在交流和交易的过程中会产生一些摩擦。

过去银行都是在为实体经济服务,而网络出现后,银行的业务并没有跟进。进入到网
络时代,用在实体经济上的业务模型显然已经不适合,所以给了第三方支付生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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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资金流通,特别是在网上购物方面,B2C支付模式,第三方支付机构几乎形成了
市场的半垄断地位,它们吸纳的民间资本比较多,还未大规模涉及吸收国有资本。早
前监管部门就讨论了第三方支付机构的发牌照问题,但就目前情况而言,监管部门对
第三方涉足支付领域采取默认的态度。

现在在二代支付方式方面,各行网银正在实现互联,并制定规则。网络时代下,银行所
普遍面临的重要问题就是,如何实现从实体经济服务模型到网络经济服务模型的转变
。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2 / 2

http://www.tcpdf.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