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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世界贸易组织(WTO)专家组报告的出台，中国银联被诉垄断境内支付市场一事
上周再度成为舆论焦点。尽管中美各自就专家组报告表明态度，从短期来看此事仍
然是“楚河汉界”之局，但中国持卡人的境外刷卡市场之庞大，却已成不争事实。

先简单回顾双方争执的脉络。2010年6月维萨(VISA)向全球会员银行发函，要求从
当年8月起在处理VISA与银联联名卡时，不得使用中国银联网络，否则将予以处罚
。遭到VISA境外封杀之后，银联的反应更为强硬，一度有直接停止成员银行后续双
币卡发行申请的势头。9月份，美方即通过WTO框架向中方提出双边磋商请求。在
磋商未果的情况下，美方于2011年2月正式向WTO申请启动争端解决机制，直至上
周专家组报告正式出台。

而仔细盘点2010年6月以来整个事件的发展，会发现很有趣的局势：VISA等除了等
待WTO专家组出具报告之外，在中国市场的拓展上并无进一步的斩获;而反观中国
银联，其国际网络的铺设速度明显加快。其中的逻辑无疑很好理解，既然在境外市
场的合作上谈崩了，那么自建网络就显得尤其重要。更重要的是，由于银联目前是
国内唯一一家获准进行人民币跨行支付清算的机构，没有自家后院起火的担忧，放
手开拓国际市场也是必然的方向。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中国银联还在不少国家和地区推出仅有银联标识的双币卡卡种
，进一步将VISA等甩在身后。比如，2011年5月在香港由中银香港推出的仅有银联
标识的人民币、港币双币商务卡;同年7月在泰国由中国银行发行的仅有银联标识的
人民币和泰铢双币借记卡等。

这一格局，无疑直接触动了VISA等国际支付行业巨头的利益。因为如果这一趋势蔓
延，银联将并不仅仅只为国内持卡人提供全球范围内的网络服务，它逐渐完备的网
络同样可以为全球范围内的持卡人提供服务。而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壮大，以及国
际化程度的逐渐加深，跨境之间的支付规模趋于上升已经是非常明显的趋势。

这正是VISA等并不愿意看到的局面。由于支付行业涉及国家利益，在跨境资本流动
并未完全放开的情况下，希望中国央行放松跨境人民币支付清算牌照的发放并不实
际。而在中国市场中从无到有成长起来的银联，却正在沿着中国持卡人的足迹而迈
向国际市场。

因此，尽管WTO的专家组报告将支付行业认定为中国加入WTO承诺开放的“所有
支付和汇划服务”，令此块市场在未来的开发压力不断增加，但从短期来看中国银
联无疑是此案中最大的受益者。而根据WTO以往争端解决机制的案例来看，因为世
贸组织调解贸易争端秉承尊重各主权国家法律的态度，VISA等支付巨头想要如愿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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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中国市场分得一杯羹，目前也还只是“万里长征迈出了第一步”。

另外一个细节，恐怕也能说明银联目前所处的市场地位。WTO发布的专家报告，明
确显示澳大利亚、厄瓜多尔、欧盟、危地马拉、印度、日本、韩国等在本案中加入
成为“第三方”。而根据WTO规则，选择作为争端解决机制的“第三方”，可以就
相关案件自由发表意见而不必承担任何责任，如若起诉方胜诉，亦可享受全部利好
。

这个局面至少说明，对于人民币卡的支付和清算市场，感兴趣和关心的远不止美国
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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