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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金融

本报记者 王莹

实习记者 李致鸿

数千亿定向资金“迷失”调查

阿里“双十一”支付再“堵车”

银行带宽扩容瓶颈凸显

刚刚过去的“双十一”让阿里巴巴再一次经历了盛大的

狂欢。与此同时，阿里“用户将迎来史上支付最为顺畅的双十

一”的说法更是吸引了诸多关注，而阿里显然也为这一承诺

做足了功课。据了解，为备战“双十一”，不仅阿里自己对支付

系统进行了全面升级，建行、平安、兴业、民生和中信等多家

银行的行长更是亲赴杭州督战。

但是，《中国企业报》记者了解到，11 日凌晨的交易高峰

期时，阿里支付系统仍然出现小范围的短暂拥堵，进而影响

到了淘宝、天猫和一些外部商户的交易成功率。 而其中与银

行支付渠道相关的网银和快捷支付是这一时段支付拥堵的

主要渠道。

多家银行行长杭州督战

蚂蚁金融服务集团首席技术官程立 9 日曾表示，银行系

统的承载能力已经达到 2013 年的两倍以上， 用户将迎来史

上支付最为顺畅的“双十一”。

这句话无疑透露了阿里和各大银行为改善支付问题所

做的努力。

《中国企业报》 记者了解到， 为解决往年的支付堵车问

题，“双十一”前一天，建行、平安、兴业、民生和中信等多家

银行行长亲自赶到杭州督战。

据了解， 与支付宝合作的银行和金融机构有 200 余家，

为了保障“双十一”，银行通常会提前数月进行技术评估和系

统升级，并在 10 月份，与支付宝进行服务器压力测试和性能

调优。

“相比往年， 今年的一个重要变化是四大国有银行和各

家股份制大行都改变了以往分行各自对接的模式，开始进行

总对接，即银行总行科技部与支付宝系统对接。 这一模式变

更的好处在于银行科技部技术力量可以集中投入，同时减少

交易链路消耗，提升系统处理能力及稳定性。 ”程立表示。

一家国有银行科技部内部人士贺军向《中国企业报》记

者透露， 早在 9 月就和支付宝开始了相关支付系统准备工

作，如对服务器扩容、进行渠道性能压力测试等。 为了维护

“双十一”当天的系统稳定，我们银行都安排了技术人员 24

小时值班。

阿里云支付系统再次升级

据了解，为了解决支付拥堵问题，今年以来，支付宝在系

统和技术上再次进行了升级。 其中，阿里自行研发的“云支

付”系统在“双十一”之前正式封顶。

相比上一代的支付宝系统架构，“云支付”架构可以支持

十亿笔以上的每日支付处理能力。而这一支付系统是建立在

云计算和大数据平台上的，实现了全分布、全冗余、高弹性、

低成本的海量交易与数据处理架构。

据介绍，“云支付”架构下，智能服务系统会实时获取用

户购物与支付过程中的异常数据，通过智能分析手段自动识

别用户遇到的问题并给出解决方案， 普通用户在遇到问题

时，可以更快速通过支付宝帮助中心得到标准化解决方案。

程立在天猫“双十一”现场透露，支付宝在今年“双十一”

的交易峰值已经达到 285 万笔/分钟，相比去年“双十一”期

间 79 万笔/分钟的交易峰值，今年系统的支撑能力达到了去

年 3 倍以上，用户整体支付体验相比去年也顺畅不少。

小范围拥堵折射银行带宽扩容难题

尽管阿里和银行都为支付顺畅做出了努力， 但在 11 日

凌晨交易高峰期时，阿里支付系统仍然出现了小范围的短暂

拥堵，影响到淘宝、天猫和一些外部商户的交易成功率。

一位姓董的消费者向《中国企业报》记者抱怨：“我已经

提前把中意的商品放进了购物车。 当晚整点过几分，我满怀

信心的准备支付，却发现有的商品支付不了。 ”

“网银系统在巨大的交易冲击下出现支付系统拥堵甚至

瘫痪的问题一直都存在。 ”贺军表示，对于银行来说，要解决

支付系统的长期堵车问题则需要升级硬件，提高服务器处理

能力以及改进网络架构。

“我们银行目前已经尽最大努力把平时闲置的服务器在

支付高峰时段全部启用。 ”贺军称。

有银行业内人士表示，从运营成本角度来考虑，银行希

望网上支付的交易量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保持相对稳定并

且可控，如果电商经常搞峰值交易，会增加银行运营成本。

而据知情人士透露，目前银行和支付宝的合作，根据支

付量，支付宝付给银行千分之三到千分之五的回佣。 那么，

这笔网络支付带宽费用该归银行还是阿里承担？

贺军认为，银行不会为这一天的大交易量买大量的服务

器，最多把能暂停的业务停掉，为这一天让路。

“像‘双十一’这样的促销活动，网上银行支付交易量都

高度集中在当天处理， 处理量可能是银行平时的好几倍，银

行得相应增加网络支付带宽，这部分支出本身就不是一笔小

数目，而且一旦增加了带宽，平时的交易量也得达到相应带

宽的信息处理量，否则既花了钱又没有达到一定处理量。”贺

军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表示。

而截至记者发稿，阿里并未对此发表言论。

在 10 月底国务院常务会议定调

之后，国内银行卡清算市场大门正在

开启，这意味着银联一家独大的历史

将被改写。《中国企业报》 记者了解

到，面对这一市场空间，国内外相关

企业均表现出高度关注。 业内人士指

出，国内银行卡清算市场竞争时代已

经到来。

银联既是运动员

又当裁判员

事实上，作为一家独大的清算组

织，中国银联已经饱受诟病。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

客座研究员董希淼告诉《中国企业

报》记者：“在银联成立初期，并没有

第三方支付机构出现。 换句话说，当

时市场上只有一位运动员，而现在运

动员变多了，银联既充当运动员又充

当裁判员，自然会受到诟病。 ”

据了解， 在去年 7月召开的董事

会上，银联提出了《关于进一步规范非

金融支付机构银联卡交易维护成员银

行和银联权益的议案》， 要求 2013 年

底前全面完成非金机构线下银联卡交

易业务迁移，统一上送银联转接；2014

年 7月 1 日前， 实现非金机构互联网

银联卡交易全面接入银联。

业内认为，这是银联为捍卫自身

利益对以支付宝为代表的第三方支

付机构下的一剂猛药。 于是，支付宝

在 2013 年 8 月 27 日宣称“由于某些

众所周知的原因”， 停止所有线下

POS 业务。

原中国银联首席经济学家、现国

泰君安首席经济学家林采宜对《中国

企业报》记者表示：“放开后，能够提

高国内银行卡清算市场的竞争性，打

破银联的绝对垄断，提高支付清算的

效率，降低社会成本。 ”

不仅如此，“国内银行卡清算市

场的安全体系将得以提高。 一旦一家

系统出现故障，便可由其他系统临时

转接网络，事后再由相关卡组织进行

清算，对持卡人没有任何影响。 ”

相关机构或暗自准备

银行卡清算市场的放开，让中国

银联压力骤升。 不过，银联一位市场

部门的负责人向《中国企业报》记者

透露，“银联对放开有心理准备，内部

正在制定发展规划。 ”

而公众更为关注的，则是谁将是

“第二银联”。 有报道称，工行、通联

支付以及支付宝都曾传出过可能申

请卡组织牌照，也有消息称，广大第

三方支付机构也曾筹划成立“民间银

联”。

而对于这些说法，支付宝方面的表

现颇为淡定。蚂蚁金服品牌与公众沟通

部朱健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对于

各界关注的国内银行卡清算市场放开

的事情，我们还处于研究阶段。 ”

不过，某股份制银行银行卡业务

部人士对《中国企业报》 记者表示，

“支付宝很有可能以阿里民营银行的

建立为契机推动新的银行卡清算组

织的设立和发展。 不过，为了积累客

户和建立信用体系，阿里民营银行可

能会采取银联和新的银行卡清算组

织并用的双重标准。 ”

（下转第八版）

“第二银联”引发的暗战

实习记者 李致鸿

融资难融资贵一直是桎梏小微

企业发展的绳索，也一直是政府着力

破解的难题。 但一个不容忽略的事实

是， 纵然相关融资扶持政策相继出

台，各大行也表示大力支持小微企业

发展，但却鲜有小微企业真正受益。

今年以来，央行先后推出两次定

向降准和一次定向降息政策以缓解

小微企业融资难题， 有业内人士估

算， 所释放的流动性总计约在 5000

亿元左右。

然而《中国企业报》记者了解到，

这些本应有效缓解小微企业资金之

渴的流动性，有不少正暗地流入不缺

钱的大企业。

感觉不到政策效应，

问题出在哪里？

《中国企业报》 记者在采访中了

解到，尽管央行政策释放了不少流动

性，但是，银行仍未改偏爱大企业的

本性。

“政策出来，银行选几个小微企

业做做表面工作， 然后大力宣传一

下就过去了。 其实，定向降准和降息

所释放的流动性暗地里还是流向了

大企业。” 浙江飞宇包装有限公司总

经理翁琦芳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说

道。

浙江省东北部一家上市企业的

内部人士对《中国企业报》记者坦言，

“大型企业融资的方式有很多， 可以

搞股权融资， 也可以由企业发债融

资。 据我所知，这种银行追着企业放

贷的现象在国有企业中更为普遍。 ”

然而，小微企业与大企业的生存

状态却是冰火两重天。 从事打火机生

产的小微企业负责人李忠坚连连向

《中国企业报》 记者叫苦，“我们不但

没有感受到定向降准和降息所释放

的流动性，而且银行还在抽贷，许多

小微企业的资金链已经断掉，我就把

企业给关了，现在坚持不下去的小微

企业越来越多。 ”

广州一家电子元件生产企业负

责人张国蒸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

“在得知定向降准政策之后， 我在 6

月曾去银行试图贷款，但银行的条条

框框没有发生任何改变，结果还是老

样子。 我们小微企业去银行贷款是求

着人家办事， 而大企业腰杆则是直

的！ ”

《中国企业报》 记者从某商业银

行内部人士处获取的一份资料显示，

该行一级分行 6 月末对公贷款余额 2

亿元以上的客户 100 户/520 亿元左

右， 客户及余额占比分别为 10%左

右、70%左右，用信金额 2 亿元以上的

大型客户占用了该商业银行一级分

行大部分信贷资源。

不过，银行也有自己的无奈。 某

商业银行浙江分行的中层人士对《中

国企业报》记者坦言，“现在银行的日

子也实在不好过，不是我们嫌弃小微

企业偏爱大企业，而是风险太高不敢

放贷！ ”

该中层人士向记者透露：“我们

现在的做法是，以往贷款到期的小微

企业不再给予续贷，新增的小微企业

更不可能获得贷款，对小微企业的贷

款只进不出。 近期，我们的放贷对象

都是大企业。 ”

千锤百炼四种方法

绕过政策监管

本意是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而

释放的流动性，银行是怎样将其贷给

大企业的呢？

温州地区一位小微企业负责人

对《中国企业报》记者透露，“银行为

了制造将定向降准和降息所释放的

流动性用来扶持小微企业的假象，会

和大企业联手上演一出‘好戏’，即先

由第三方设立一个空壳公司，然后再

由大企业再为其担保贷款，看似是银

行把资金贷给了这个所谓的小微企

业， 其实还是大企业在使用这笔资

金。 ”

这种说法得到了一位银行业内

人士的认同：“重要的是使资金表面

上流向小微企业， 以达到考核标准。

我们以大企业的子公司或关联企业

作为小微企业进行放贷，然后资金再

转手流入大企业。 ”

知名经济学家宋清辉对《中国企

业报》记者表示，“除了可以利用小微

企业作‘白手套’外，银行还可以通过

中介机构、融资公司、信托公司、券商

资管等同业业务通道，使定向降准和

降息所释放的流动性能够绕开监管，

从而顺利流向大企业。 ”

此外， 总部位于北京的某银行一

位内部人士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

“定向降准和降息所释放的流动性还

流入了投机和不缺钱的地方。比如，国

有垄断行业、国家限制的‘两高’行业

和产能过剩行业等。 ”

该人士表示：“现在国家对棚户

区有专项资金支持，一些地方就开始

把普通的项目包装成棚户区改造项

目，暗中牟利。 ”

另据记者了解， 定向降准和降息

释放的流动性， 还有一部分投向了银

行间市场。

前述总部位于北京的某银行内

部人士对《中国企业报》 记者透露，

“部分银行还通过购买协议存款等方

式确保一定收益。 ”

该模式的运作方式为：先由一家

银行提供一笔同业资金，投资于保险

资管机构设立的保险资产管理计划，

并持有到期，保险资管计划再把资金

以协议存款形式存入需资行，成为一

般性存款，隐蔽性很强。

专家呼吁市场化破局

对于银行偏好大企业而不愿放

贷给小微企业的问题，也有业内人士

认为无可厚非。

浙江奥一鞋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王伟丞对《中国企业报》 记者表示，

“政府主张银行把资金贷给小微企

业，出了问题谁负责，政府还是银行？

没有共同承担风险的机制，银行不会

有积极性。 ”

这一说法得到了多位银行业人

士的认同。 平安银行一位内部人士

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政府和监

管部门希望银行扶持小微企业，这

不过是一厢情愿。 银行有自己的风

险判断，不会独自轻易冒险。 ”他向

记者证实， 在几次定向政策出台之

后， 银行贷款业务并没有向小微企

业倾斜。

香颂资本执行董事沈萌向《中国

企业报》记者坦言：“解决小微企业融

资难题不能完全寄希望于银行，银行

毕竟是商业机构，需要管控风险并追

求利润。 在国外，小微企业融资也并

非通过银行，而是借助一种类似于小

贷公司或创投机构的组织进行融资。

因此，政府应该引导并建立一个完善

的市场运转机制，而不是强迫银行去

给小微企业放贷。 ”

王利博制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