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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联卡十年：1300亿交易背后的生活方式变迁

无卡不入印有红、黄、蓝之和颜色的银联卡在十年间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国内
到国外，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千千万万人的生活方式。

从现金支付、支票社会到电子化发展，银联创始人万建华回顾银联卡诞生十年之路
，一种超前支付方式的引进、落地、日常化，最终深深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消费习惯
，同时也使人民币以另一种方式实现了全球化之旅

农历龙年春节，纽约第五大道上也弥漫着过节的气氛。这是中国游客来旅游度假的
旺季，在第五大道的奢侈品牌Coach专卖店，有两名会讲中国话的服务人员，而其
结账台上，放置着一个显眼的银联标识。华人员工爱丽丝向记者解释道，这是近期
刚刚装置的银联系统。

在店内采购的王华对于银联这个标识再熟悉不过了，现在哪怕是交水电费，我都能
刷银联卡。在北京中青旅做导游的王华时常带团出国，以前出国，让我学会了Visa
和Master这两个不常用的英文单词，但是现在我的同事、朋友则无需如此，因为在
国外，随处都可以找到银联。

十年前，买房子提着现金去

以往总是有中国游客问询是否可以刷银联卡，现在拥有了这个系统，对双方都是方
便的。爱丽丝知道，银联所带来的便利后面，是巨额的盈利。

远在英国的哈罗德百货，对此会更加清楚。

根据增值税退税表的相关数据，这家奢侈品商店计算出，中国富裕游客在该店的人
均购物金额增加到3500英镑，对中国富裕游客的销售额增长了40%。而这些数据的
前提条件无一不是：在伦敦分店安装了75台中国银联终端机。

中国银联在2012年1月4日下午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仅元旦三天假期，银联卡境
内跨行交易金额超过1300亿元人民币，创近年元旦假期刷卡消费新高，同比增长3
5%，而境外交易金额同比增长29%。

按照Visa的调查报告，2012年中国将成为亚太地区出境游人数最多的国家，银联要
获取这一部分刷卡消费产生的渠道费用可谓易如反掌。在2009年底，银联境外发卡
总量就达到700万张，而银联在中国境内发卡量早已超过20亿张。手握大把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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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国游客无疑是他们最好的开路先锋。

现在，银联卡已经可以在境外117个国家和地区使用。

十年前，哈罗德的老板肯定不会想到来自中国的银联卡会拥有如此之大的国际影响
力，但是十年前，万建华想到了这么一天。

现在是什么情况?我们已经构建了发卡量，发行银联卡28亿张。十年之后我们已经
用银行卡作为支付工具，大家消费、出行的支付占整个支付的比例已经超过了40%
，十年前美国是35%，北欧超过50%，我们短短十年已经超过40%。

2011年末，在2011中国第六届全面小康论坛上，获得年度全面小康杰出贡献人物
奖的万建华发表了上述感言。他回顾了银联卡的诞生、缘起与发展，并对当下信用
体系建设有着新的思考。

万建华身材瘦削，戴着金边眼镜，言谈温和却充满力量。从厦门大学经济学院获金
融学学士后，他考入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获得货币银行学硕士，并于1997年在美
国南加州职业大学获博士学位。

这个被誉为中国Visa之父的江西人几乎一手创立了中国银联。万建华很喜欢用十年
这个词。这或许是一个深深印在他心里的时间点。十年，是一个不知不觉的巨大变
化，是支付方式的变化，更是老百姓生活方式的变化。

十年前的2001年2月，时任央行行长的戴相龙提出，银行卡要走联网联合的道路，
要成立一个中国银行卡联合发展组织。

这是银行卡发展的春天。那时候，我们买房子甚至都是提着现金去的。万建华的话
丝毫没有夸张。即便银行卡已经逐步开始使用，在北京大商场的收银台里，打眼望
去，也是满柜台的POS机：各家银行都有自己的信用卡，一家银行一台POS机。

而这个颇为尴尬的现象随后就被改变。

银联创立万建华最初的印记

2001年5月，一个名为银行卡联合发展组织筹备组的组织成立了。组长便是万建华
。

其实，在组建中国银联前，尽管在金融业内已享有名声，但万建华为人却非常低调
。筹备银联的机会降临到万建华身上，对于接受此次重任，他有着自己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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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这是商业银行领域未来的发展方向，因为信息化是当代整个国际金融业的发
展潮流，商业银行的个人银行业务与信息技术紧密结合在这些年里也得到飞速发展
，特别是个人资产业务、个人理财业务等个人银行业务集中在银行卡这种载体上的
趋势日益明显。我感觉这肯定代表了未来商业银行的一个发展方向。因此这个机会
确实好，尽管当时心里并不是很有底，但是起码感觉这个事业的发展前景广阔，凭
着这个直觉就接受这项任务了。万建华这样表示。

之前在招商银行任职的时候，他就非常看好信用卡业务。

信用卡从20世纪70年代迅速崛起，成为主流的支付工具。80年代，中国人到美国
拿现金支付，美国人觉得很奇怪，美国人基本不会拿现金支付了，要么是支票，要
么是信用卡。万建华回忆当年的情景说。

上世纪80年代之后，央行管理层曾经设想转向支票社会，结果银行卡兴起后，把支
票阶段跳过去了，把压卡机时代的信用卡也跳了过去。我们跳了两个阶段，直接电
子化了。万建华对《小康》记者描述银联卡发展的迅猛过程。

但是其间的过程并不如此轻松。

2001年6月，银联筹备组成立。筹备组成立后，起草了《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设
立方案》，在银行内部对该方案形成一致意见后，2001年8月初由人民银行将筹建
情况向国务院作了书面汇报，经国务院领导查阅后又向计委、财政部、工商总局、
经贸委、信息产业部、法制办等相关部委征求意见，获得支持。

两个月后，国务院责成国家计委调研，计委再次就银联设立方案向各商业银行、各
部委作了全面调查，并向国务院领导提交了调研报告，基本肯定了设立方案的原则
和约定，国务院领导对该报告也已圈阅认可。

直到当年的12月14日，人民银行才最终批准该申请，并明确银联的性质为提供银行
卡跨行信息交换网络及专业化服务的股份制金融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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