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年12月15日星期二
编辑：贾晶晶 E-mail：qiyebaoxinwenbu@163.com 校对：许舒扬美编：王祯磊金融投资

跨境电商巨大的市场空间正吸

引越来越多的银行加速布局。今年

以来，包括浦发银行、民生银行在内

的国内多家银行均已推出跨境电商

相关业务。业内专家指出，随着人民

币国际化的推进以及商业银行国际

化发展战略的实施，跨境电商金融服

务有望成为银行重要的利润来源之

一。

银行纷纷进军跨境电商

日前浦发银行推出“跨境电商金

融服务方案1.0”，并将其作为互联网

金融战略的组成部分。据记者了解，

浦发银行的方案整合跨境电商的资

金流、信息流、货物流，包括“基础支

付结算功能+个性化服务”两个部

分。该方案主要通过与第三方支付

机构合作，为跨境电商企业提供金融

服务，以打通境内外资金往来清算路

径。

而今年以来，中国银行、工商银

行、民生银行等也相继推出跨境电商

支付平台等服务，并将其作为自身互

联网金融战略的组成部分。

民生证券银行业研究员廖志明

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表示，跨境电商

金融服务是指为消费者、跨境电商平

台及跨境商户提供支付结算、融资、

现金管理等金融服务。2014 年普遍

被认为是进口跨境电商元年，而银行

业的跨境电商金融服务则大多始于

2015年，仍处于起步阶段。

另据记者了解，2014 年 3 月中信

银行上线国内首套跨境电商外汇支

付系统，建行也于同年 4 月开通“善

融商务跨境购”服务。2015 年以来，

多家银行更是不约而同发力跨境电

商，争先恐后地进军该领域。今年 7

月，中国工商银行“融e 购”电商平台

进军跨境电商领域，消费者可在其西

班牙馆直接购买该国商品。最近一

个月内，更是有浦发银行在内的三家

银行紧锣密鼓地接连挺进该片“蓝

海”，民生银行推出了“全程不落地”

的跨境电子商务外汇支付系统，中国

银行也上线了跨境电商支付结算平

台，实现和电商平台“直连”。

业内人士指出，互联网正在深

刻地改变着中国金融的业态，传统

银行均在朝着“互联网＋”转型，跨

境电商金融服务目前在业内可谓还

是一片“蓝海”，因此也吸引各家银

行竞相进入。

或成为银行
重要利润来源

业内分析人士称，在“互联网＋

外贸”的政策机遇期，我国跨境电商

交易规模保持年均30%的高速增长，

银行在这方面的发展将大有可为。

廖志明表示，跨境电商金融服务

作为跨境金融服务的重要组成部

分，随着跨境电商市场的不断发展，

重要性将不断提升。跨境电商金融

业务的发展可促进商业银行跨境金

融服务能力的提升。此外，电商金

融服务有望为商业银行带来较丰厚

中间业务收入及潜在的其他收益。

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以及商业

银行国际化发展战略的实施，依托

强大的境外金融网络，未来跨境电

商金融业务有望为消费者、电商平

台及跨境商户提供全方位的跨币

种、跨市场的支付结算、投融资、现

金管理等综合金融服务，跨境电商

金融服务有望成为重要的利润来源

之一。

商务部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跨

境电商交易规模为4.2万亿元，增长率

为 35.48% ，占 进 出 口 贸 易 总 额 的

15.89%。而据商务部测算，2016年我

国跨境电商交易规模将从 2008 年的

0.8万亿元增长到 6.5万亿元，占整个

外贸规模的 19%，年均增速 30%。自

监管部门发布《支付机构跨境电子商

务外汇支付业务试点指导意见》以

来，截至目前全国有26家支付机构成

为试点，累计外汇跨境业务量51.9亿

美元。

另据中国海关统计，2015年前10

月，中国一般贸易进口额下滑了15%，

而跨境电商交易规模仍保持年均30%

的增幅。目前全国已有郑州、宁波、

杭州、上海、广州、重庆、深圳、天津 8

家跨境电商进口试点城市。

中国银行网络金融部副总经理

董俊峰称，未来三年到 2018 年，跨境

电商规模有望翻番至8万亿元。

平安银行高管对记者表示，虽然

各家银行跨境电商金融服务发展程

度和模式不同，但都是契合自身国际

化和互联网金融发展战略的。互联

网金融是国内金融发展大趋势，因

此，作为其中的一个环节，跨境电商

金融服务发展前景也值得期待。

多数银行选择
与跨境电商合作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有多家

银行涉及跨境电商金融业务，但其

中还是有一定区别的，例如工行融 e

购、建行善融商务以及中行其实是

在做电商业务，而浦发、民生只是单

纯金融服务。

廖志明表示，多数银行定位于为

跨境电商提供金融服务，与跨境电商

是合作关系而非竞争关系。由于发

展时间较短，国内银行在跨境电商金

融服务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例如境

外网络不足导致难以为境外商户提

供较好的支付结算、融资等金融服

务；支持的币种较少，多币种服务能

力有待提高；还有就是相比互联网企

业，商业银行IT技术的相对欠缺或许

使得用户体验欠佳等。

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互联网

金融部分析师陈莉对记者表示，银

行跨境电商起步晚，电商平台产品

单一，另外在售后服务上没有互联

网系跨境电商平台完善。所以银行

做跨境电商要在货品、平台、用户体

验上加强。但在外汇跨境交易支付

上，银行可以提供综合化的跨境管

理，此优势比较明显。

“相比传统电商，银行如果单独

发展跨境电商业务起步较晚，经验

不足，相关产品也较为单一，因此客

户体验可能不是太好，所以目前还

是适合与电商合作，提供相关金融

服务。”民生银行内部人士对记者坦

言。

本报记者 朱虹

王利博制图

最近，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提

出化解过剩产能、开展降低实体经

济企业成本行动、化解房地产库存

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四个歼灭

战”，将成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重要

内容。尤其“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形

成功能完备股票市场”更将成为明

年金融系统改革和政策布局方向。

应该看到，中央高层高度重视金

融风险预警，并反复强调“牢牢守住

不发生系统性风险”，是有着深刻社

会背景的。今年6月股市大震荡，让

中国金融安全受到威胁，系统性金

融风险大有一触即发之势。由此，

中央高层特别就股市机制建设提出

了“融资功能完备、基础制度扎实、

市场监管有效、投资者权益得到充

分保护”四条要求，为规范发展中国

资本市场指明了正确方向。中国资

本市场只有遵循这四条要求，才可

避免重蹈股灾覆辙。而且，实体企

业从银行单一间接融资方式向资本

市场直接融资与银行间接融资相结

合的融资方式转变，愈发需要高度

发达和监管完善的资本市场。

但要明白，目前中国金融风险源

不仅仅是资本市场这一块，它既有

来自利率市场化改革加速银行业整

体不规范竞争以及推高银行业经营

成本导致利润下降甚至亏损的风

险，也有来自人民币汇率改革加剧

汇率波动引发人民币贬值导致资本

外流的风险，更有来自以互联网金

融为特征的各种非法融资平台风险

及民间各种非法集资、各种金融诈

骗活动带来的金融风险。因此，我

国需预警的金融风险涉及面较宽，

在风险预警上既要有所侧重和分清

轻重缓急，突出风险防范与监管重

点；同时又需通盘考虑，统筹兼顾各

种金融风险防范预案，决不能顾此

失彼，使金融风险防范陷入“按下葫

芦浮起瓢”的恶性循环怪圈。

令人欣喜的是，我国在资本市场

风险预警和防范上，力度不断加大，

监管机制逐步完善，资本市场“风清

气正”可期；同时，为全面完成利率

市场化作好铺垫，完善了存款保险

制度职能，建立了风险识别与预警

机制。尤须指出的是，中国借助加

入SDR的推力，人民币汇率逐渐向市

场汇率转轨，资本项目可兑换也将

逐步放开，虽然会对人民币贬值及

金融市场稳定带来较大冲击，但也

会使中央政府不断提高操控货币政

策水平及驾驭世界复杂经济局势的

能力。而且融入世界金融，中国政

府完全有能力建设好各种金融风险

预警及防范机制，也一定可遏制系

统性金融风险发生。

但同时也要清醒地意识到，我国

目前在金融风险预警上还做得很不

够，甚至可以说很多金融风险领域

预警和防范依然处于十分落后状

态。表现之一，各类民间非法集资

和金融诈骗活动猖獗，中央政府虽

已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也采取了

相应防范和控制措施，但至今没有

纳入法治化轨道，仅依靠原有一些

金融法律规范，使其始终游离于灰

色地带，致使监管力度不到位，成了

高悬在民众头上的一柄利剑。表现

之二，互联网金融从诞生发展到今

天如火如荼，相应监管及预警机制

千呼万唤不露面，致使对互联网金

融监管仅以今年 7 月央行等十部委

发布的《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

发展的指导意见》为依据，不仅难以

适应互联网金融业态不断创新与发

展的需要，而且对互联网金融风险

预警与防范也起不到根本作用。如

近年P2P平台由于低门槛、无监管等

处于野蛮生长阶段，致使各类问题

频发，跑路、坏账等现象屡见不鲜。

尤其最近 e 租宝靠高回报吸引广大

中低收入投资者资金，事前就没有

任何部门做风险提示，也缺乏监管

部门跟进监管，最后演变成吸收资

金高达 700 多亿元的网络非法集资

公司，不知有多少投资者的“养老

钱”、“救命钱”被“打水漂”。

显然，要预警和防范中国金融业

风险，中央政府及监管部门不能仅

把着眼点放在资本市场上，在未来

风险预警中，要以资本市场为轴心，

在国际金融、民间金融等方面建立

全方位、系统性风险预警体系，才能

确保中国金融业永无风险之虞。

莫开伟

预警金融风险不能仅着眼于资本市场

银行跨境电商业务加速
未来或成重要利润来源

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