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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联的影响及其面临的挑战分析

鑫苑房地产金融科技研究中心

【摘要】近年来，第三方支付市场发展十分迅速，这些平台给公

众提供了更加完善和便捷的金融服务，推动了支付行业的创新与

发展。但同时，第三方支付市场乱象频发，无证和二清机构层出

不穷，客户的资金安全和隐私安全面临威胁。在此背景下，中国

人民银行于 2017 年 8 月发布《关于将非银行支付机构网络支付

业务由直连模式迁移至网联平台处理的通知》，决定成立网联清

算有限公司。成立网联是央行加强第三方支付监管的重要手段，

这一举措也会对支付机构、银联和商业银行等利益关联方产生不

同影响。目前，所有支付机构都已接入网联，网联平台运行平稳，

但也面临来自技术和市场的诸多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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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third party payment market has developed rapidly. These platforms 

provide more convenient financial services to the public, and promote 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payment industry. But at the same time, the third party payment 

market chaos occurs frequently, the undocumented and illegal clearing institutions 

emerge in endlessly, customer's asset security and privacy security are facing threats. 

In this context, the People's Bank of China issued a notice on the Transfer of Non Bank 

Payment Services from the Direct Connection Mode to the NUCC in August 2017, and 

decided to set up Nets-Union Clearing Corporation(NUCC). The establishment of 

NUCC is an important means to strengthen the third party payment supervision, and 

has different effects on the interest related parties, such as the payment institutions, the 

Union-Pay and the commercial banks. Now, all payment platforms are connected with 

NUCC and it works well, but still faces many challenges from technology and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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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联的影响及其面临的挑战分析

刘瑾 

（鑫苑房地产金融科技研究中心） 

1 网联成立的背景及相关监管措施 

1.1 第三方支付市场乱象频现 

在过去几年中，第三方支付市场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也出现

了各种违法违规事件，银行为无证机构提供接口，支付机构将客户

备付金投资于高风险资产，二清机构非法从事支付和清算业务等等。

这些乱象是央行决心整治第三方支付市场的主要原因。

客户资金安全面临威胁。一方面，无证和二清机构众多。2011

年，央行开始颁发支付机构牌照，但 2015 年之后就不再颁发新牌照。

受到利益驱使，部分支付机构会进行无证经营，支付市场上二清现

象频发 ①。银联、部分商业银行和持证支付机构为了获得更多资金流

量，会违规为无证机构提供接口。另一方面，客户备付金存管问题

突显。部分支付机构违规存放客户备付金，获取利差收益，备付金

账户管理混乱。客户备付金往往金额巨大，平台跑路会导致消费者

利益受损。

①
央行文件对“二清”的定义是：全称商户资金二次清算，指收单机构将银行卡交易处理接口

向未获得银行卡收单业务许可的机构开放后，未自主将资金清算至特约商户收款账户，而是将

大量特约商户的交易资金清算至二清机构账户，再由二清机构负责将资金清算至各特约商户。

通俗来讲，就是无证支付机构实际从事清算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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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风险增加。无证和二清机构为了获取利润，往往会打擦边

球，从事违法违规活动，严重扰乱正常的支付市场秩序。同时，二清

机构的资金池里资金数额巨大，而且这些平台往往和银行、证券公

司、基金公司等金融机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家平台出现问题，

可能会引发连锁反应，最终将风险传导至传统金融体系，增加了系

统性金融风险发生的概率。 

支付机构违规从事清算业务。清算是一种权力，机构只有获得

央行的许可才可以从事清算和结算业务。而网联出现之前，各家支

付机构和银行直联，所谓直联，简单来说就是资金流通的过程走“支

付机构——银行服务商——收单机构——商户”的模式。一家支付

机构可能同时拥有十几家银行的备付金账户，资金在各个备付金账

户之间流转，支付机构实际上在从事资金清算业务。但这些支付机

构都没有清算牌照，违规进行清算存在很大的潜在风险。 

客户信息安全存在问题。第三方支付机构在运营过程中获得了

大量客户信息，一方面，部分平台会违规搜集客户信息，利用这些

数据获得更多收益；另一方面，很多平台并不重视客户隐私保护，

信息泄露事件频发，严重损害消费者权益。 

央行无法准确监测资金流向。在直联模式下，央行和商业银行

只能监测到第三方支付平台账户的资金动向，而无法监测个人和第

三方支付平台之间的资金流动情况。这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绕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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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降低了央行的监管效力，同时，也给欺诈、洗钱等违法活动提

供了空间。 

1.2 监管部门出台诸多文件协助网联建设 

2017 年，中国人民银行宣布要成立网联，事实上，网联的建设

是一个系统性工程，需要和客户备付金监管、无证和二清机构监管

等其他监管措施相联系 ②。关于第三方支付机构的监管文件可以参

见 2018 年报告《中国非银行支付机构监管模式及国际对比》。 

无证和二清机构监管。规范持证支付机构行为，协助央行清理

无证和二清机构，是央行成立网联的目的之一。此外，2017 年 11 月，

央行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无证经营支付业务整治工作的通知》，

要求全面检查给无证机构提供接口的持证机构（银联、商业银行、

持证支付机构等），坚决取缔无证和二清机构。 

断直联相关措施。央行希望通过成立网联来断开支付机构和银

行之间的直联模式，加强资金流向监管。同时，央行也出台了多项

文件来推动支付机构断直联。早在 2016 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

发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中就规定，非银

行支付机构不得通过和各家银行系统相联系，变相开展跨行清算。

2017 年 12 月，央行又发布《条码支付业务规范（试行）》，要求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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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和支付机构在开展涉及跨行交易的条码支付业务时，应通过具备

合法资质的清算机构来处理。 

客户备付金监管。在客户备付金集中存管之前，大型支付机构

可以凭借自己手中巨额的备付金资源和商业银行、银联议价，要求

降低渠道费用和清算费用 ③。2017 年开始，央行要求支付机构将客

户备付金按大约 20%的比例交存至备付金银行，2018 年 4 月起，这

一比例提高到 50%。6 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中国人民银行办公

厅关于支付机构客户备付金全部集中交存有关事宜的通知》，规定

自 2018 年 7 月 9 日起，按月逐步提高支付机构客户备付金集中交

存比例，到 2019 年 1 月 14 日实现 100%集中交存。根据央行 11 月

公布的货币当局资产负债表数据显示，截至 10 月末，第三方支付

机构交存客户备付金规模达到 9956.91 亿元，环比增长 1206.92 亿

元 ④。支付机构客户备付金即将突破万亿大关。集中存管制度的加

速推进，使备付金逐渐失去作为存款的谈判价值，也降低了支付机

构的议价能力，间接推动更多支付机构接入网联。 

2 网联概述 

网联清算有限公司（Nets-Union Clearing Corporation，简称 NUCC）

是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成立的非银行支付机构网络支付清算平台的

                                                   
③ 《支付机构客户备付金存管办法》中明确到，客户备付金是指支付机构为办理客户委托的支

付业务而实际收到的预收待付货币资金。 
④ 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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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机构。在中国人民银行指导下，由中国支付清算协会按照市场

化方式组织非银行支付机构以“共建、共有、共享”原则共同参股出

资，于 2017 年 8 月在京注册成立，为公司制企业法人 ⑤。 

根据网联官网提供的信息，网联的定位是： 

 作为全国统一的清算系统，主要处理非银行支付机构发起的

涉及银行账户的网络支付业务 

 实现非银行支付机构及商业银行一点接入 

 提供公共、安全、高效、经济的交易信息转接和资金清算服

务 

 组织制定并推行平台系统及网络支付市场相关的统一标准规

范 

 协调和仲裁业务纠纷 

 并将提供风险防控等专业化的配套及延展服务。 

中国人民银行在宣布成立网联的文件中规定，2018 年 6 月 30 日

起，支付机构受理的涉及银行账户网络支付业务全部通过网联平台

处理。此外，2018 年 3 月 20 日和 4 月 16 日，网联分别发布 42 号

文和 49 号文督促银行和支付机构尽快完成接入 ⑥。目前，各支付机

构已全部接入网联平台，并完成了主要支付业务的迁移。 

                                                   
⑤ 信息来源于网联清算有限公司官网 
⑥ 42 号文指《关于非银行支付机构网络支付清算平台渠道接入工作相关事宜的函》，49 号文

指《关于非银行支付机构网络支付清算平台渠道接入工作情况通告的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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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网联股权结构分析 

在股权结构设置上，网联和传统银联系统不同。网联注册资金

为 20 亿元，首期出资比例为 50%。央行下属的 7 家单位持股 37%，

38 家支付机构持股 63%。前几大股东的持股情况是：中国人民银行

清算中心持股 12%，梧桐树投资平台（国家外汇管理局直属机构）

持股 10%，支付宝和财付通分别持股 9.61%，京东旗下的网银在线

持股 4.71%⑦。45 家股东名单及背景详见附录表 1。 

这样的股权结构设置既能保证央行在网联建设中的主导地位，

又能充分调动支付机构的积极性，利用好支付机构的技术和人才。

同时，让支付机构成为网联股东，也可以强化支付机构利益同整体

监管利益的一致性，促使支付机构行为更加合法合规。网联特殊的

股权结构设置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市场的力量已经逐渐参与到支

付和清算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中，政府也更加重视市场的作用。 

2.2 网联架构模式 

网联作为全国统一的清算系统，主要处理非银行支付机构发起

的涉及银行账户的网络支付业务，实现非银行支付机构及商业银行

一点接入，提供公共、安全、高效、经济的交易信息转接和资金清算

服务，组织制定并推行平台系统及网络支付市场相关的统一标准规

                                                   
⑦ 信息来源于《网联清算有限公司设立协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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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协调和仲裁业务纠纷，并将提供风险防控等专业化的配套及延

展服务。 

网联采用先进的分布式云架构体系，在北京、上海、深圳 3 地建

设 6 个数据中心，实现平台系统高性能、高可用、高安全、高扩展、

高可控、高一致性等全面高标准，适应行业高速发展态势 ⑧。六个数

据中心以清算行为对象进行数据中心级汇总轧差，将结果上报给集

中处理平台进行数据汇总，轧差生成平台级轧差净额，最后以平台

为中央对手方生成清算指令，一并提交央行大额支付系统，完成资

金划转。单数据中心设计处理能力 3 万笔/秒，6 数据中心极值处理

能力 18 万笔/秒。 

北京

数据中心

数据中心

上海 深圳

数据中心

数据中心

数据中心

数据中心

银行 支付机构

银行 银行支付机构 支付机构  

图 2.1 网联架构图 

如表 2.1 所示，支付机构和银行要依据相应规则接入数据中心： 

 

                                                   
⑧ 信息来源于网联清算有限公司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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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支付机构和银行接入数据中心要求 

 类型 接入要求 

支付机构 大型支付机构 对接网联 6 个数据中心；至少使用两家不同运营商 

中型支付机构 对接网联 4 个数据中心；至少使用两家不同运营商 

小型支付机构 对接网联 2 个数据中心；至少使用两家不同运营商 

银行 全国性商业银行 总行数据中心接入；对接网联 6 个数据中心；至少

使用两家不同运营商 

地方性商业银行 总行数据中心接入；对接网联 2 个数据中心；至少

使用两家不同运营商 

 2.3 网联主要业务 

2.3.1 协议支付 

协议支付指客户需要先进行身份认证及签约，然后再根据签约

协议进行支付，银行需要校验协议信息。  

图 2.2 给出了协议支付的主要流程。 

 

 

 

 

 

1、发起支付交易申请 
客户 支付机构 

网联 

2 、

发起

协议

支付

请求 

付款行 

3、转发协议支付请求 

4、业务回执 

5 、

交易

状况

回执 

收款行 

5、入账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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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网联典型业务流程图 

2.3.2 认证支付 

认证支付是指客户无需事先或首笔交易时与支付机构及银行签

约，每笔交易时均输入身份信息、银行账户及动态验证信息，并由

客户账户所属银行负责对上述信息校验后进行扣款的交易。 

2.3.3 网关支付 

网关支付，是指客户通过支付机构发起，跳转至银行网关验证客

户身份信息和银行账户信息后，向客户银行账户发起支付指令扣划

资金的交易。 网关支付限定为客户跳转至银行网关进行支付的场景，

需要根据银行要求下载安全控件或插入 U 盾等安全设备进行支付，

可分为个人网银、企业网银。 

2.3.4 商业委托代扣 

网联针对代收、代扣业务提出了商业委托支付的功能。商业委托

支付业务，是指支付机构经网联建立商业委托支付协议，并依据协

议约定发起的客户银行账户资金扣划业务。  

    商业委托支付和协议支付的区别： 

第一，商业委托支付具有固定收款人、定期收款的特性，而协议

支付没有此特别要求。 

第二，商业委托支付以商户和客户签署的收款协议为前提之一，

而协议支付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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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商业委托支付业务包括“建立委托”、“解除委托”、“商

业委托支付”和“退款”等交易环节。 

3 网联的影响分析 

网联成立已有一年多的时间，它对于整个支付市场的影响是显

而易见的。通过对各利益相关方进行分析，可以更加全面地了解网

联的影响。 

3.1 无证和二清机构将被加速清理 

网联成立以后，支付机构的全部业务都需要经过网联平台进行

处理，每笔交易记录都是清晰、完整、可追溯的。通过设立一定规

则，监管部门可以及时发现账户的异常情况。例如，当某个账户频

繁出现大额资金进入，小额资金流出，或者小额资金进入，大额资

金流出等情况时，该账户就可能是无证和二清机构的违规清算账户。

此外，商业银行、持证支付机构也将被监管起来，无法再给无证和

二清机构提供接口。网联的成立有助于央行及时发现无证和二清行

为，这些违法违规机构也将被加速清理。 

3.2 有利于规范大型支付机构行为 

目前，我国支付行业的垄断程度较高，而由垄断引发的一系列

问题也可能是央行成立网联的原因之一。支付宝和财付通两家企业

在我国第三方支付市场上已形成寡头垄断格局，两者移动支付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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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量占全部业务总量的 80%以上，其余两百多家支付机构所占份额

只有百分之十几 ⑨。2015 年之后，央行停止发放支付机构牌照，而

且随着第三方支付监管的加强，部分支付机构牌照被吊销，国内支

付行业的竞争性减弱，行业集中度进一步提高。寡头垄断的行业格

局存在一系列问题。行业缺乏有效竞争，消费者处于相对弱势地位，

权益容易受到损害；这些巨头掌握着大量的信息资源，利用客户信

息获取更多利益，而一旦发生信息泄露，消费者的隐私安全便会受

到很大威胁。此外，在直联模式下，巨头可以和银行议价，降低通道

费，增加利润，这不利于第三方支付市场的竞争和发展。网联的出

现不但可以使央行有效监测巨头们的动向，督促巨头规范自身行为，

而且减弱了它们和银行单独议价的能力，促进了支付市场的公平竞

争。 

3.3 利好中小支付机构 

市场上大部分份额已被支付宝、财付通和银联商务占据，留给

中小支付机构的份额所剩无几，这导致中小支付机构和银行的议价

能力较弱，获得通道的能力不足。网联可以给中小支付机构提供价

格公平的清算平台，使其无需再向商业银行支付高额通道费，因此，

中小支付机构接入网联可以降低其运营成本，推动支付市场的竞争

和发展。  

                                                   
⑨ 数据来源于艾瑞咨询等关于第三方支付市场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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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加强央行对支付机构的监管 

网联由央行主导成立，央行从中获益颇多，可以从以下几个方

面考虑： 

第一，对于央行来说，利用网联获得支付数据，央行可以更加清

晰地了解资金流向，督促支付机构将客户备付金存放在各自唯一的

备付金银行，同时也可以更有力地打击洗钱和欺诈等违法犯罪活动。 

第二，随着第三方支付市场的发展，经过第三方支付平台的资

金流量愈加庞大，因此，央行对这部分资金流向监测能力的提升，

有助于央行更加精准地制定相关政策，也有利于提高货币政策有效

性。 

第三，央行通过网联平台获得海量数据后，可以利用大数据、云

计算以及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来对这些数据进行存储、处理和分析，

从而促进科技在监管中的应用。 

第四，央行目前在加紧研究法定数字货币，按照央行的设计，法

定数字货币是由央行发行的、有央行作信用背书的数字货币。法定

数字货币和现有的第三方支付平台提供的电子货币不同，法定数字

货币可以单独使用，而电子货币的使用必须经过银行账户才能进行。

法定数字货币发行之后，第三方支付平台仍然有用武之地，主要是

因为电子货币和数字货币具有一定相似性，这些平台在开发电子货

币相关应用的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经验，也更了解用户需求，它们可

以协助央行拓展数字货币的应用渠道，丰富其应用场景。网联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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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可以促使第三方支付平台规范自身行为，为未来法定数字货币的

发行做铺垫。 

3.5 加大了银联的竞争压力 

网联出现以前，银联是我国跨行交易清算的主体，商业银行和

支付机构涉及跨行清算的业务都需要向银联缴纳一定费用。网联的

出现打破了银联在清算市场上“一家独大”的局面，支付机构涉及

银行账户的业务必须都通过网联进行，而涉及跨行清算的业务则既

可以选择银联，也可以选择网联，这导致银联面临着巨大的竞争压

力。但同时，网联的竞争也会促使银联提升服务质量，加快技术创

新。 

3.6 对商业银行的影响尚不明朗 

对于商业银行来说，由于目前网联数据并不和商业银行共享，

因此，网联平台的建设对于商业银行的利好尚不明显。此外，商业

银行和第三方支付机构的部分业务有重合，双方存在一定竞争关系，

如果商业银行过多获取第三方支付平台信息，一定程度上有违公平

性，所以未来网联和商业银行共享数据的可能性也不大。 

    上面分析了网联对各个利益关联方的影响，可以发现，网联的

建设有利于规范支付市场，加强监管，促进支付市场的良性发展，

总体上来看益处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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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网联面临的挑战 

2018 年以来，网联先后发布两个文件催促商业银行和支付机构

尽快接入平台。目前，距离 2018 年 6 月 30 日的规定接入时间已经

过去五个多月，网联是否实现了预期目标也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4.1 技术方面的挑战较大 

近年来，我国第三方支付市场发展迅猛，2015 年，非银行支

付机构累计发生网络支付业务 821.45 亿笔，金额 49.48 万亿元；

2017 年，非银行支付机构发生网络支付业务 2 867.47 亿笔，金额

143.26 万亿元 ⑩。从数据可以看出，非银行支付业务笔数多，金额

大，而且增长速度快，如果将这些交易全部集中到网联平台，那网

联将面临很大的压力。2017 年春节期间，微信支付业务的峰值达

每秒十几万笔，而且这个数字每年都增长很快，这就对网联的技术

提出很高要求。根据网联公布的数据，今年“双十一”当日处理跨

机构交易笔数 11.7 亿笔，相应跨机构交易处理峰值超过 9.2 万笔/

秒。这说明网联平台平稳保障了“双十一”支付体系运行，平台性

能和峰值交易承载能力得到了市场的检验和认可，但同时也在提

醒我们，如何在技术上保证网联平台的数据存储、处理能力能够同

快速增长的非银行支付业务量相匹配，是网联必须关注的问题。 

                                                   
⑩ 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每年发布的《支付体系运行总体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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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面临来自银联的竞争压力 

央行发布的文件规定，商业银行和支付机构必须通过合法清算

机构来进行跨行业务和条码支付业务的清算。目前，满足条件的清

算机构主要是银联和网联两家。2018 年 4 月，银联宣布与财付通正

式开展微信支付条码支付业务方面的合作，由银联为财付通提供清

算服务；9 月，银联和支付宝两家正式就支付清算业务进行合作签

约，双方承诺就条码支付和收单清算展开深度合作。这意味着银联

开始在非银行支付机构清算领域积极布局。 

银联和网联有几点不同：第一，银联由央行成立，而网联的股东

很大一部分来自支付机构，支付机构在网联平台拥有更多话语权；

第二，网联只是清算机构，而银联旗下的银联商务有限公司拿到了

第三方支付业务全牌照，是除支付宝和财务通外的第三大支付机构，

它和其他支付机构之间存在竞争关系；第三，银联在中国已经发展

了十多年，线上和线下都具有广阔的市场，可以为支付机构提供一

站式服务，而网联主要负责支付机构在线上和商业银行之间的业务

清算。可以看出，网联和银联各具优势，因此对于支付机构来说，同

时接入网联和银联可能是最好的方案。 

4.3 外商支付机构进入我国支付市场带来的挑战 

近年来，支付宝和微信支都在拓展海外市场，与此同时，外商支

付机构也希望进入我国支付市场。2018 年 3 月 21 日，中国人民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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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公告〔2018〕第 7 号文件发布，允许外商投资支付机构进入国内

开展支付业务；5 月 2 日，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收到了世界第一公司

（WORLD FIRST）关于申请支付业务许可的来函；7 月，央行正式

同意该申请。此项政策的出台意味着我国在支付领域的改革开放上

迈出了重要一步。文件中明确规定，监管部门对外资和内资支付机

构的监管标准要统一，这说明外商支付机构进入后也必须接入网联，

但具体要如何监管，文件尚未提及。外商支付机构进入我国支付市

场也会给网联带来一些挑战，例如，支付业务总量可能会更大，对

网联系统的要求也就更高。再如，网联还需要协助央行监管外商支

付机构，防范跨境洗钱等违法犯罪活动等。 

4.4 需要防范诸多风险 

    近年来，非银行支付在整个支付行业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

行业迅速发展的同时，其中存在的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网联作为

央行监管第三方支付平台的重要举措，本身就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非银行支付市场庞大，机构众多，而且和银行、银联之间存在各种

关联，一些银行为第三方支付平台提供接口，而一些小银行反过来

需要大的支付机构为其提供接口，这些情况都加大了网联监管的难

度。此外，金融机构风险和非金融机构风险互联传导，极易引发系

统性金融风险，因此，如何确定监管细节，如何协调好和金融机构

的关系，共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都是网联面临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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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至今，针对非银行支付机构监管，中国人民银行、中国

支付清算协会以及各部委已发布了五十余个文件。纵观我国对非银

行支付监管的各项措施，可以发现，这些监管措施既有纲领性的文

件，又有涉及第三方支付细分业务的文件；既涵盖了支付体系的风

险管理，又包括了支付系统的基础设施建设；既重点关注客户资金

安全，又注重保护客户信息安全。以中国人民银行为主体的监管部

门正在努力规范我国的第三方支付市场，希望法律法规方面的建设

能同迅速壮大的市场规模相适应，在这个过程中，网联将处于监管

的核心位置。未来，央行将以网联建设为中心，完善支付账户，跟踪

资金流向，关注资金安全，健全监管机制。 

总体而言，网联的成立是央行监管非银行支付机构的重要举措，

有利于治理第三方支付市场的各种乱象，促进我国支付市场的健康

发展。但也需要意识到，网联的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在这个过程

中会面临诸多挑战，而如何协调好各方利益，处理好技术等方面的

问题，是网联能否顺利运行的关键。 
 

 

 

 

附录： 

表 1 网联股东名单及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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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首次出资金

额（万元） 

股 权 比 例

（%） 

背景 

1 中国人民银行清算总公司 12000 12 央行直属 

2 梧桐树投资平台有限责任公司 10000 10 国家外汇管理局 

3 财付通支付科技有限公司 9610 9.61 腾讯 

4 支付宝（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9610 9.61 阿里巴巴 

5 网银在线（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4170 4.17 京东 

6 上海黄金交易所 3000 3 其他国家机构 

7 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3000 3 其他国家机构 

8 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 3000 3 其他国家机构 

9 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 3000 3 央行直属 

10 中国支付清算协会 3000 3 央行直属 

11 天翼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2770 2.77 中国电信 

12 快钱支付清算信息有限公司 2450 2.45 万达 

13 平安付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2450 2.45 平安集团 

14 北京百付宝科技有限公司 2420 2.42 百度 

15 联动优势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1990 1.99 海立美达 

16 中移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1640 1.64 中国移动 

17 银联商务有限公司 1550 1.55 银联 

18 通联支付网络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1280 1.28  

19 易宝支付有限公司 1210 1.21  

20 顺风恒通支付有限公司 1200 1.20 顺风 

21 上海汇付数据服务有限公司 1180 1.18 汇付天下 

22 网易宝有限公司 1100 1.1 网易 

23 上海盛付通电子支付有限公司 1080 1.08 盛大 

24 易智付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1060 1.06  

25 深圳市美的支付科技有限公司 970 0.97 美的 

26 银盛支付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910 0.91 银盛金融 

27 拉卡拉支付股份有限公司 900 0.9 联想 

28 深圳市瑞银信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900 0.9  

29 迅付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860 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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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连连银通电子支付有限公司 840 0.84  

31 联通支付有限公司 840 0.84 中国联通 

32 上海翰银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840 0.84  

33 宝付网络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830 0.83  

34 汇元银通（北京）在线支付技术有

限公司 

830 0.830.81  

35 杉德支付网络服务发展有限公司 810 0.81  

36 智付电子支付有限公司 770 0.77  

37 海南新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750 0.75 海航 

38 深圳市快付通金融网络科技服务

有限公司 

750 0.75  

039 汇潮支付有限公司 710 0.71  

40 浙江唯品会支付服务有限公司 690 0.69 唯品会 

41 东方电子支付有限公司 680 0.68  

42 上海付费通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640 0.64  

43 国付宝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620 0.62 海航 

44 易联支付有限公司 410 0.41  

45 捷付睿通股份有限公司 140 0.14 小米 

合计 1000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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