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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富·特别点击

拉卡拉还款“卡壳”风波
“封杀说”被否，但第三方支付企业与银行摩擦显现

本报记者 桑海波 实习生 高源骏

拉卡拉工行

还款突“卡壳”

5月13日，济南市民小曹来
到家门口的便利店，打算用店
内的拉卡拉刷卡机为信用卡还
款。“还款不用交手续费，还省
去了跑银行网点的奔波。”小曹
已经习惯了这种还款方式。

不过，小曹这次交易却没
有以往那样顺利。尝试了多次，
机器均显示交易异常。随后，小
曹将问题反馈给拉卡拉客服。
客服人员称，后台系统显示这
项业务的故障发生在工行借记
卡，其他银行卡的交易均正常，
而小曹恰好用的就是工行卡。

拉卡拉还款“卡壳”，受影响
的人不在少数。记者了解到，近
来年，拉卡拉业务在许多城市铺
开，信用卡刷卡还款成为其特色
服务，拥有了大量的用户。据悉，
在信用卡还款业务转出卡中，工
行占比约30%，此次受到影响的
用户每天约15万人次。

拉卡拉作为第三方支付公
司，其业务接口是从银联再到
银行，交易出现异常，问题出在
哪一方身上？接到用户反馈后，
5月14日，拉卡拉第一时间致函
银联咨询。不过，银联、工行等
一直没有给出明确的说法。直
到5月19日，相关问题才得以解
决，拉卡拉对外解释称是“工行
系统升级”所致。

此外，传言受影响的并非
拉卡拉一家，从事手机支付的
第三方支付公司钱袋宝的相关
交易也在同一时间中断，并于
20日恢复正常。

拉卡拉否认

“被封杀”

拉卡拉还款“卡壳”持续了
一周，其间，关于拉卡拉等支付
企业被银行“封杀”的猜测却甚
嚣尘上，原因是银行从相关业
务中获益不大。

有猜测称，拉卡拉的信用
卡还款业务是在打擦边球，招
致了银行的不满。该传言称，拉
卡拉通过与某一家公司合作，
把那家公司伪装成一个POS机
商户，客户还款都是假装做一
笔消费支付，随后拉卡拉代客
户把钱支付给信用卡发卡行来
还款。通过这种方式进行的交
易，银行并没有收益。

对于这种猜测，拉卡拉公
司接受记者采访时给予了驳

斥。该公司人士称，这种说法完
全是不了解第三方支付业务模
式及业务规范的主观臆想，其
所有业务均符合业务规范，并与
各合作方都签订了正式合作协
议。以信用卡还款业务为例，拉卡
拉是渠道服务方，具体流程是，用
户在拉卡拉终端发起交易，拉卡
拉系统平台接到用户还款请求
后，将请求发送给银联，由银联进
行资金清算(转出银行的扣款处
理和转入银行的资金清算)。信用
卡还款业务是由银联业管委制
定规范并由银联来运营的，拉卡
拉与银联签有正式协议并一直
按照银联业管委的相关规定严
格执行。

“其实，信用卡还款业务
中，银行并非无利可图。”拉卡
拉相关人士称，信用卡还款业
务实际上一直存在手续费，之
所以部分银行信用卡还款免
费，主要是信用卡发卡行承担
相关费用，而这笔手续费是由
交易多方进行分成的。

记者在拉卡拉网站上看
到，其信用卡业务收费标准中，
只有建设银行(本行卡还款免
手续费)、中国银行(除去深圳
外全国其他地区)、农业银行、
交通银行、工商银行信用卡还
款，手续费为每笔2元，其他21
家银行均无手续费。

第三方支付

壮大后的利益之争

尽管“封杀”说被否认，面对
日益壮大的第三方支付行业，银

行与支付企业之间利益之争不
断加剧，同时也暗中加剧了银行
间的竞争格局。

就拿这次拉卡拉还款风波
来说，由于中小银行的信用卡
营销活动做得比较好，无论是
商户数量还是优惠力度都更吸
引年轻人，于是，大银行借记卡
资金不断被划出去还小银行发
的信用卡。这种现象，显然不是
大银行所愿见的。

第三方支付企业对于银行
的冲击也是直接的。由于许多
第三方支付企业对跨行信用卡
还款、缴费和支付等交易普遍
实行免费模式，尤其是线下支
付和手机移动支付的兴起，对
于银行支付业务造成了不小的
冲击。不少消费者就表示，“无
论银行还是第三方支付，客户
看重的是哪一种支付渠道更便
捷、费用更优惠”。

日前召开的中国信用卡产
业发展论坛上，多位银行人士
均坦言要面对包括互联网支付
在内的第三方支付的竞争。华
夏银行信用卡中心风险管理部
副总经理李红朝表示，银行目
前在互联网支付潮流中处于被
动地位，未来有两方面值得担
忧，一是银行的定价话语权，二
是支付系统的安全性。

尽管如此，不少银行人士
还是认为，虽然第三方支付公
司、银行在利益分配上还存在一
些分歧，但是从发展的大趋势来
讲，第三方支付实际上有非常大
的潜在需求，在迅速增长的蛋糕
里面，其实每一家都是受益者，各
方不只有竞争，更多还是合作。

转眼间，距离首批第三方支付企业
获牌将满一周年。截至目前，共计101家
第三方支付企业获得了支付牌照，另外
还有240家企业排队申请。

走出了“灰色地带”，获牌企业参与
互联网及移动电话支付、银行卡收单、
预付卡发行与受理、货币汇兑等众多业
务支付环节，行业竞争更加激烈，市场
版图正在重新划分。

■前3批共发放101张牌照

第三方支付最初是为解决网上支
付银行卡联网通用问题而诞生，但是长
期以来并未得到官方的正式认可。虽然
在过去将近10年的发展过程中获得了
各银行、金融机构，还有广大使用者的
普遍认可，但缺乏统一规范和监管的第
三方支付市场依然显示出各自为政、乱
象丛生的局面。

随着2011年5月26日第一批27张
支付牌照的发放，相关部门同时宣
布：截至2 0 1 1年9月1日，未获得第三
方支付牌照的企业将不得从事第三
方支付业务。紧接着，中国人民银行、
工信部等主管部门又联合行业相关
方开始着手建立统一的行业标准。至
此，第三方支付行业终于走出了政策
的“灰色地带”。

同年8月31日，第二批13张支付牌
照紧挨着“9·1大限”发放。随后，第三批
61张“准入证”又于12月22日诞生……
而对于目前还有超过240家企业提交申
请，百余家企业坐等牌照的局面而言，
易观国际分析师张萌表示，央行对于日
后发牌的趋势将会适量减少，时间也会
拉长、审批愈严。

作为第一批牌照获得者，北京拉卡
拉网络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孙
陶然表示：支付牌照的发放的确有助于
加强第三方支付行业的监管制度，有利
于行业朝着正规、健康的方向发展，能
够促进整个支付市场的繁荣。

■支付企业价格战吸引用户

随着竞争日益激烈，各大支付企业
纷纷发起价格大战：浮动费率、零费率、
返现、返利；另一方面，因为牌照的发
放，扩展出更多的业务点，线上下相结
合协同发展的局面也日益明显。有业内
人士指出，随着支付牌照尘埃落定，第
三方支付企业的准入门槛逐渐提高，市
场有望重新划分。

如何在竞争中求发展已成为各大
支付企业的重中之重。当下，各路企业
加大投入、积极布局。作为最广为人知
的支付宝，支持其服务的商家已经超过
46万家，涵盖了虚拟游戏、数码通讯、商
业服务、机票等行业。

随着互联网支付市场的竞争不
断加剧，越来越多的支付企业开始从
线上走向线下。去年，快钱和宅急送
就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合作，计划铺设
了 1万余台快钱POS终端。支付宝也
宣布三年内投入 5亿元进军COD (货
到付款 )市场，并将为线下支付提供3

万台POS终端。
以线下支付闻名的拉卡拉，正努力

打造便民金融产业链。据悉，拉卡拉目
前已在全国300多个城市布局了超过5

万台自助终端，提供信用卡还款、水电
煤气缴费等公共缴费服务。与此同时，
针对个人用户，还推出了家庭mini刷卡
器、超级盾以及手机刷卡器，积极涉足
移动支付领域。

逐渐从幕后走向台前的银联也没
有闲着。一方面和国内最大的手机浏览
器厂商UC合作推出移动安全支付解决
方案，另一方面，借助自身优越的平台
和优势，其主推的移动支付标准或将在
年内成为国标。

业内人士称，面对蓬勃发展的第三
方支付市场，中国银联积极联合产业链
各方，以求获得未来的主导权的做法，
必将快速推进支付全民化的进程。

第三方支付市场

重构版图

近日，拉卡拉、
钱袋宝两家第三方
支付企业，通过工
行借记卡进行信用
卡还款时突然遭遇

“卡壳”，市场一度
传言是由于利益问
题，相关支付企业
被银行“封杀”。经
过一周时间，“卡
壳”问题得以解决，

“封杀说”也被否
认。

不过，这场风
波背后却折射出，
当前第三方支付市
场迅猛发展下，银
行与支付企业之间
的利益之争正在加
剧。不少消费者就
表示，“无论银行还
是第三方支付，客
户看重的是哪一种
支付渠道更便捷、
费用更优惠”。

格相关链接

第三方支付

第三方支付，就
是一些和产品所在国
家以及国外各大银行
签约，并具备一定实
力和信誉保障的第三
方独立机构提供的交
易支持平台。在通过
第三方支付平台的交
易中，买方选购商品
后，使用第三方平台
提供的账户进行货款
支付，由第三方通知
卖家货款到达、进行
发货；买方检验物品
后，就可以通知付款
给卖家，第三方再将
款项转至卖家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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