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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为适应支付清算理论和实践的发展需要，中国社会科学院

批准设立了金融研究所支付清算研究中心，专门从事支付清算理论、政

策、行业、技术等方面的重大问题研究。2012年以来，各国对《金融市

场基础设施原则》（PFMI）加快落实。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

《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也指出要“加强金融基础设

施建设，保障金融市场安全高效运行和整体稳定”。之后，支付清算体

系在现代金融理论、政策、实践等方面的重要性不断显现，研究中心的

一系列成果也得到了各方的关注和好评。

2015年5月27日，“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经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务

会批准设立。同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八次

会议批准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为国家首批高端智库。根据中央以及中

国社会科学院的安排，“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支付清算研究中

心”同时在实验室设置下属研究机构。

研究中心的团队由专职研究人员、特约研究员和博士后等组成。研

究中心的主要宗旨是：跟踪研究国内外支付清算领域的前沿问题和动

态、支付清算行业发展的新状况以及法规政策的变化，围绕支付清算体

系的改革与发展开展各类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推动支付清算市场的创

新与发展，通过举办研讨会、开展课题研究、组织咨询和培训等形式来

促进支付清算系统及其监管的改革与发展。研究中心每年组织编写《中



国支付清算发展报告》，每月组织编写《支付清算评论》。研究中心网

站：http：//www.rcps.org.cn/。



主要编撰者简介

杨涛 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拥有中国注册会计师与律师资格证

书。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助

理、产业金融研究基地主任、支付清算研究中心主任，北京立言金融与

发展研究院院长。主要学术兼职包括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司外部专

家、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交易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保险行业协

会学校教育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互联网金融安全技术工业和信息化

部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学术委员、北京

市金融学会学术委员、金融科技50人论坛学术委员、文化金融50人论坛

学术委员、北京金融科技研究院监事长等。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金融与

政策、产业金融、金融科技、支付清算等。

程炼 经济学博士，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金融评

论》编辑部主任、支付清算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金

融、金融地理与金融监管、支付清算等。

周莉萍 经济学博士，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支付

清算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主要研究领域为货币理论、支付清算、

金融市场等。

董昀 经济学博士，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产业

金融研究基地副主任兼秘书长、支付清算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研究领



域为金融科技、创新发展等。



摘要

《中国支付清算发展报告（2020）》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

支付清算研究中心（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支付清算研究中心）推出的

系列年度报告的第八本。报告旨在系统分析国内外支付清算行业与市场

的发展状况，充分把握国内外支付清算领域的制度、规则和政策演进，

深入发掘支付清算相关变量与宏观经济、金融及政策变量之间的内在关

联，动态跟踪国内外支付清算研究的理论前沿。报告致力于为支付清算

行业监管部门、自律组织及其他经济主管部门提供重要的决策参考，为

支付清算组织和金融机构的相关决策提供基础材料，为支付清算领域的

研究者提供文献素材。自2013年出版第一本报告之后，连续七本都引起

了政策层、实务界和理论界的高度重视与社会的广泛关注。

以支付清算体系为核心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是顺利推进金融改革

的出发点与前提。正如经济增长离不开道路、机场、港口等基础设施建

设一样，健全的金融体系也与金融基础设施完善程度密切相关。当前，

我国支付行业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而2020年初的新冠肺炎疫情

也给支付体系带来了极大冲击并产生了深远影响，进一步有效支撑了

对“非接触式金融服务”的探索。在此背景下，需要重新梳理和审视支付

行业的现状与未来。

本报告由总报告和专题报告两部分构成。总报告全面分析了我国支

付清算体系的发展历程、现状特点、存在问题及发展趋势，并且运用量



化分析工具考察了支付清算体系运行与宏观经济变量、区域经济和金融

发展、金融系统稳定、货币政策等的内在关联；专题报告跟踪分析了国

内外支付清算体系的发展状况、热点与难点问题，系统梳理了近年来支

付领域的相关研究文献。期待以本报告为学术平台，用来促进我们与各

界同人加强交流与合作，共同为中国支付清算体系的创新与发展做出贡

献。



Abstract

China Payment and Settlement System Development Report（2020），

as the eighth annual report of Research Center of Payment & Settlement，
aims to summarize and reflect the various aspects of China’s payment and
settlement system and their implication for real economy. It tries to cover the
reform and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rules，and policies on payment and
settlement system over the world and track the theoretical frontiers in this
area. With ample data and detailed analysis，the report tries to provide
reliable and useful references for financial institutes，academic
researchers，and regulatory authority. Since its first publication in 2013，the
seven issues of the annual report have attracted general and intense attention
of academics，market professionals，and policy makers.

The building of financial market infrastructure with payment system
playing a key role is the precondition of financial reform. As economic
growth is impossible without infrastructure such as roads，airports，and
ports，a healthy financial system needs the support of complete financial
market infrastructure. At present，China’s payment industry is facing
unpreceded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is
bringing a fundamental impact on payment systems while encouraging the
exploration in “contactless financial services”. Against this background，we
need to rethink and reframe the status quo and future of payment industry.



The report consists of two parts：general reports and special topics. The
general report presents a panorama of China’s payment and settlement
system，including its evolution path，current status，existed problems，
and future trends and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yment system
indexes with macroeconomic variables，regional development，financial
risk，and monetary policy with quantitative methods. Special topics keep a
track of the development in domestic and foreign payment and settlement
systems as well as the hot issues in this area and provide a selective survey of
the literature in FinTech and payment innovation. We expect this report to
become a platform for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Research Center of
Payment & Settlement and all the peoples and institutes interested in this
significant area to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payment and
settlement system.



前言

《中国支付清算发展报告（2020）》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

支付清算研究中心（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支付清算研究中心）推出的

系列年度报告的第八本。报告旨在系统分析国内外支付清算行业与市场

的发展状况，充分把握国内外支付清算领域的制度、规则和政策演进，

深入发掘支付清算相关变量与宏观经济、金融及政策变量之间的内在关

联，动态跟踪国内外支付清算研究的理论前沿。报告致力于为支付清算

行业监管部门、自律组织及其他经济主管部门提供重要的决策参考，为

支付清算组织和金融机构的相关决策提供基础材料，为支付清算领域的

研究者提供文献素材。自2013年出版第一本报告之后，连续七本都引起

了政策层、实务界和理论界的高度重视与社会的广泛关注。

以支付清算体系为核心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是顺利推进金融改革

的出发点与前提。正如经济增长离不开道路、机场、港口等基础设施建

设一样，健全的金融体系也与金融基础设施完善程度密切相关。当前，

我国支付行业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而2020年初的新冠肺炎疫情

也给支付体系带来了极大冲击并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此背景下，需要重

新梳理和审视支付行业的现状与未来。

一 影响支付行业发展的外部因素分析

（一）经济背景：经济周期带来的挑战



当前从全球看，经济增长处于长债务周期顶部、创新周期萧条期。

同时，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近期全球金融市场出现剧烈波动，危机与

衰退的压力不断上升。从国内看，经济增长的源泉包括要素积累和技术

进步，而支撑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要素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在此背景

下，数字化新经济成为缓解内外冲击的措施之一，正如2019年9月4日联

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的《2019年数字经济报告》所指出的，全球数

字经济活动及其创造的财富增长迅速，且高度集中在美国和中国。由此

对支付行业来说，既需直面经济金融波动带来的周期性影响，也需进一

步拥抱数字化与新经济。

（二）政策背景：从经济供给侧到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2015年11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

次会议时首次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思路。2019年2月22日，中

共中央政治局就完善金融服务、防范金融风险举行第十三次集体学习，

系统阐述了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方向。针对金融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的要求，支付行业同样需要把握几个方面的重点，如促进金融服务

对象结构优化、推动金融服务主体结构优化、在稳增长的基础上防风

险、防范金融风险应注重“补短板”、坚持金融“双向开放”等。

（三）技术背景：金融科技变革的大趋势

2017年金融稳定理事会指出，金融科技创新的供给侧驱动因素是不

断演进的新技术和不断变化的金融监管，需求侧影响因素是不断变化的

企业和消费者偏好。支付行业一直是新技术影响的前沿，尤其对于零售

支付体系来说，移动支付工具、金融账户体系、商业模式与生态都发生

了日新月异的变化。从零售支付入手，全球复杂支付体系已然形成，使

得支付行业的参与主体范围扩大化、支付产品和支付方式多样化、支付

载体多元化、支付风控自动化、支付流程非接触化。



二 支付行业发展的主要特点与面临的挑战

（一）主要特点

综合来看，当前我国支付行业已经成为金融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

成部分，并且在发展中呈现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一是规模增长。自

2012年以来，我国支付业务基本上以超过10%的年均复合增长率快速发

展，支付服务的渗透率和长尾用户覆盖率得到快速提升。二是效率领

先。以零售支付为代表，新兴支付工具、支付模式、支付服务、支付市

场对经济金融效率提升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并且在全球具有一定的

比较优势。三是重视安全。支付创新效率与安全的“跷跷板”如何把握，

成为近年来市场各方关注的焦点。四是对抗融合。市场竞争格局更加复

杂，商业银行与第三方支付机构之间、支付产业链的各类主体之间，都

面临既竞争又融合的多元格局。五是双轮驱动。包括大数据、人工智

能、区块链等在内的新技术变革，以及包括监管、市场、主体、行为在

内的支付制度规则，成为影响支付行业发展的主要因素。六是寻找新

机。随着C端的支付创新“白热化”乃至呈现“红海”特征，目前行业更加

注重支付的B端、跨境等“蓝海”领域。七是全面开放。金融开放与全球

化是大势所趋，支付行业也需要积极迎接开放改革。例如，需适应全球

趋势与原则，进一步优化支付清算基础设施的治理机制。再如，应真

正“走出去”适应不同经济体的监管与市场特征，输出支付行业的核心竞

争力。八是分层监管。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未来监管的核心思路逐渐

转向奖优罚劣，形成高效合理的激励约束机制。九是标准自律。在支付

改革与创新中，推动支付标准化是主要抓手，而依托行业协会的自律与

备案机制将发挥重要作用。十是权责清晰。支付体系逐渐趋于信息透

明，各方交易的复杂性降低，责任分担明确，同时拥有本土特色的“支
付+”，也逐渐明确了创新的底线与边界。

（二）面临的挑战



我国支付行业发展中还存在一些争议与挑战，值得进一步关注。一

是需避免对支付行业认识的极端倾向。从舆论上看，近年来过于抬高移

动支付的地位，甚至称之为“新四大发明”之一，或者对支付创新“一棍

子打死”，这些都是贻害无穷的。二是在支付行业快速发展过程中，仍

有许多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需要解决，体现在供给侧、需求侧和中间

环节。三是支付行业发展的价值目标不清晰，需要进行优先次序协调。

如降低成本、服务实体、增强客户体验、提升增值服务、增加流量入

口、数据聚合等各种目标混在一起，容易导致发展失序与矛盾。四是支

付运行中的资金安全与信息安全仍不容忽视。无论是支付交易中的常态

化安全保障，还是“黑灰”产业的泛滥，都需要高度重视和应对。五是支

付服务消费者的分化。从需求角度看，企业和居民的支付需求差异较

大，而消费者自身的需求特征也在分化，支付活动给其带来的效用各不

相同，消费者追求的支付体验和支付过程也有差异。六是支付服务价格

问题将愈加受到关注，因为支付市场均衡运行的基础，是更加合理的价

格形成机制。七是“生物识别+支付”将成为争议的热点，特别是如何在

快速发展与保障安全之间把握好尺度。八是行业利益与矛盾协调变得更

加重要。尤其是从零售支付角度看，行业“蛋糕”高速膨胀时代难以持

续，这时更需要完善“分蛋糕”的规则。九是支付数据信息统计存在非标

准、不准确的现象，容易导致监管层、协会、机构、行业组织、学界、

媒体之间出现信息不对称或误读。十是与快速发展的行业现状相比，理

论研究严重滞后，普遍来看，支付“话语体系”的专业性不足，缺乏讨论

共识与基础。

三 疫情冲击下的创新探索

（一）支持“抗疫”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给我国经济社会带来了较大冲击，也对金融服

务模式产生了深远影响。作为支撑金融体系健康运行的基础设施，支付



清算体系也应顺应这些趋势，不断实现数字化时代的“自我赋能”。事实

上，支付行业在“抗疫”中已发挥了重要作用，监管部门也出台了一系列

重要举措，有效地提升了“非接触支付服务”的动力与能力，从而更好地

应对短期与中长期挑战。

例如，2020年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等五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进一

步强化金融支持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通知》，要求确保全

国范围内支付清算通畅运行，加大电子支付服务保障力度；支持银行业

金融机构、非银行支付机构在疫情防控期间采用远程视频、电话等方式

办理商户准入审核和日常巡检，通过交易监测强化风险防控。再如，

2020年2月15日，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

金融服务的通知》，要求各银行保险机构积极推广线上业务，强化网络

银行、手机银行、小程序等电子渠道服务管理和保障，优化丰富“非接

触式服务”渠道，提供安全便捷的“在家”金融服务。据中国银行业协会

统计，在政策支持和现实压力下，2020年初各银行机构线上业务的服务

替代率平均达到96%。

（二）创新尝试——以对公账户为例

我们知道，支付清算基础设施包括大额支付系统、零售支付系统、

证券清算结算系统。其中，我国面向个人的支付服务创新在全球领先，

即使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也保持了线上业务的稳定性。同时，尽管线

上化产品已覆盖多数企业的对公业务，但由于业务个性化强、存在监管

约束等原因，其线上化程度仍然有限。

就企业开户制度来看，事实上近年来一直在不断变革与优化。2015
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下发《关于银行业金融机构远程开立人民币银行

账户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对银行远程开立账户提出框架性意

见。随后，中国人民银行宣布自2019年7月22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取

消企业银行账户许可，将更加注重银行账户的事中事后监管。此外，许



多银行也推出企业线上开户申请，协助企业进行部分信息的采集和审核

工作，申请人只需前往网点一次，便可完成开户申请，从而使得程序更

加便捷。

当前在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政策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银行可在

有效防控风险、准确识别客户身份和开户意愿的前提下，探索综合运用

远程视频、人脸识别、电子证照、企业信息联网核查和大数据分析等安

全有效的方式，通过电子渠道为单位办理开户、变更等账户业务。但疫

情结束后，银行仍需及时联系客户补齐相关手续。

应该说，在对公账户领域一直存在许多痛点问题，使得线上化不仅

要着眼于短期压力，而且要在中长期“顺水推舟”加快改革。一方面，原

有企业开户流程总体看仍然复杂，周期较长，且对公账户的大额交付通

道在工作时间之外以及假日的部分时间均难覆盖。另一方面，许多涉及

大量中小企业主体的供应链平台交易无法实现全流程线上化，必须通过

线下网银或银企直联转账的方式付款，由财务人工认款，平台方人工进

行订单核销，影响了交易效率。例如，据调研，某服装类SaaS供应链管

理平台在帮助批发商进行线上进销存管理及疏通供应链流通环节初见成

效，但资金结算环节仍多是通过线下批发市场的档口面对面交易完成

的。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批发市场基本处于关闭状态，影响了中

小批发商的生存。

由此可见，推动企业在线开户、实现对公账户电子化等具有重要的

现实意义。一是对银行业影响深远，能促进相关业务适度摆脱线下柜

面，实现在线化运行。二是适应了客户习惯的变化。这在过去是对公账

户服务线上化的主要约束之一，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企业客户也慢慢

习惯并更愿意通过线上进行业务沟通和办理。三是更好地提升小企业服

务能力，助力平台型产业链金融快速健康发展。四是针对“面签”的技术

解决方案逐渐成熟，包括人脸识别、多因子身份认证等身份识别技术，



以及视频双录、基于区块链的电子合同等。

当然，即便是新冠肺炎疫情之后进一步推动改革，也需充分考虑效

率与安全的平衡问题。首先，银行账户管理是反洗钱、反欺诈等活动的

首道防线，不管开户机制怎么演变，都要始终把账户实名制作为风险管

理的核心。其次，由于各银行的综合能力差异较大，应选择少数资产质

量、管理、技术、风控水平较高的机构进行局部远程开户试点。同时，

为了提高银行对优质客户的甄别能力，更好地服务中小微企业，也可引

导大型优质电商平台、面向中小微企业的SaaS供应链平台、供应链金融

平台等，协助开展对公账户的试点工作。在试点操作上也不能一蹴而

就，过渡期或许需要对某些账户功能进行约束。此外，进一步推动相关

技术的标准化、规范化，使之在国家和行业层面更加“过硬”，也是保证

企业客户身份和行为真实性的关键。最后，与远程开户有关的配套法律

法规、银行内控机制也需要进一步完善，如以制度形式认同和保障电子

单证、影像、签章、数据的合规性与合法性，以及一旦出现问题如何归

责等，既要管控好银行的风险，又要保护好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

四 支付行业发展趋势展望

（一）全局

在《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原则》中，金融市场基础设施（Financial
Market Infrastructures，FMIs）被定义为参与机构（包括系统运行机构）

之间用于清算、结算或记录支付、证券、衍生品或其他金融交易的多边

系统。2020年3月5日，中国人民银行等六部门联合印发了《统筹监管金

融基础设施工作方案》。在支付行业发展过程中，应该逐渐基于金融市

场基础设施的整体视角来看问题，全面推动其协调发展。例如，如何确

定系统重要性金融基础设施？如何处理好支付系统与其他金融市场基础

设施的关系？如何处理好央行与其他金融监管者的关系？如何处理好跨

境金融基础设施的协调问题？如何应对基于公共网络的分布式金融市场



基础设施的挑战？

（二）效率

作为金融体系的核心要素之一，支付清算体系建设也要解决交易中

的信息不对称、搜寻成本、匹配效率、交易费用、规模经济等问题。而

各类新技术解决方案有助于更有效地应对这些制约因素，提高效率并使

风险可控。例如，零售支付创新路径有一些共同特征，即围绕支付安

全，利用各种网络虚拟化技术，开发各种摆脱传统有形身份、资金认证

载体约束的新技术，让个人消费和交易支付变得更加安全、便捷和高

效，让支付不受外在载体和中介的约束。这将大大降低支付过程中的交

易成本，甚至完全消除支付摩擦。

（三）结构

支付市场运行逐渐呈现结构性的分化特征。如从支付工具看，电子

支付发展突飞猛进。2019年，银行共处理电子支付业务2233.88亿笔，

金额2607.04万亿元。非银行支付机构共发生网络支付业务7199.98亿
笔，金额249.88万亿元。从支付系统看，2019年银行卡跨行支付系统业

务量增幅较大，共处理业务211351.75亿笔，金额173.60万亿元，同比分

别增长280.62%和44.32%。而银行行内支付系统业务笔数大幅下降，

2019年共处理业务164.69亿笔，金额1218.69万亿元，同比分别下降

55.12%和8.51%。

（四）普惠

金融科技时代的创新与发展，必须摆脱“大干快上”的思路局限，转

向更加注重过程和实效，迫切需要“补短板”。要解决数字鸿沟问题，更

应靠技术的进一步应用和发展。大量证据也表明，对于广大弱势群体、

落后地区来说，实际上包括移动支付在内的金融科技的发展，在某种程



度上反而有可能缓解金融发展中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由此，支付行

业创新的生命力之本，还是助力增强金融体系的普惠功能。

（五）功能

作为整个金融体系的基础支撑，支付行业发展应着力于功能完善。

从支付工具看，移动支付创新对促进消费具有直接和间接的双重作用。

支付工具已由最初的服务于电子商务的支付瓶颈，演变为进一步激发新

消费模式的重要载体。应该说，目前各类与居民衣食住行有关的商业场

景、公共服务场景，都已成为最典型的移动支付应用场景。在此过程

中，移动支付不仅能够提高便利性、降低交易费用，而且依托于“支付

+”，可以进一步推动整个商业模式的效率提升。从支付系统看，通过不

断建设与完善支付系统，可以使其对央行货币政策实施起到基础性作

用，对调节货币流通量和流通速度起到显著作用，成为央行实施金融监

管的重要手段，有利于改善金融服务、加快资金周转、提高资金使用效

率等。

当然，金融科技与支付行业的融合互动，赋予了支付行业更加重要

的使命，通过资本的力量与支付制度安排，带动底层前沿技术进步，拓

展多层次应用场景，通过间接提升支付科技的外溢性，服务于经济增长

与社会发展。

（六）安全

近年来，支付行业监管思路更加清晰，逐渐从单个重要环节整顿向

支付全流程规范发展，旨在实现对支付产业链条的监管闭环，最终使得

支付交易、清算、结算的功能环节更加清晰，参与者的相应风险和责任

更加明确。从长远来看，需要对支付风险进行更加细化的甄别，有效辨

别潜在的系统性风险与非系统性风险、金融性风险与非金融性风险等。

同时，为了进一步推动支付行业安全发展，尤其是为适应支付科技的飞



速发展，还需大力推动从支付技术到业务、设备的标准化建设。

（七）理论

未来的支付经济学研究将集中于三大领域。一是大额支付系统。主

要分析大额交易的模式与参与者行为，如流动性分析，交易的模式、时

间与参与者行为，银行间货币市场，拓扑与网络分析，虚拟场景模拟。

二是零售支付系统。如分析技术进步和产业规制等因素对零售支付产业

的影响、区分消费者行为类型、分析技术进步和产业规制等因素的影

响、提供零售支付领域的新创意等。三是证券清算结算体系。如通过建

模、模拟等方式研究中央结算对手方的行为。

五 总结

应该说，无论是从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来看，支付清算领域都有

大量有价值的前沿性的问题值得深入研究。本报告持续对支付清算体系

的运行状况进行跟踪分析和描述，虽然在应用与实践研究方面做了一些

专题性的深入尝试，但还有很多不足之处，尤其是在系统性的理论研究

层面仍显薄弱，今后还需不断强化。

总之，《中国支付清算发展报告（2020）》继续从中国和全球两个

维度，从理论、实践与政策多个视角，对支付清算领域的相关问题进

行“点”“面”结合的研究。本报告分为总报告和专题报告两个部分。

总报告为“我国支付清算体系的发展状况及经济含义”，全面分析了

我国支付清算体系的发展历程、现状特点、存在问题及发展趋势，并且

运用各类量化分析工具，对支付清算体系运行与宏观经济变量、区域经

济和金融发展、金融系统稳定、货币政策等的内在关联进行了实证检验

和深入剖析，具体包括“中央银行支付清算体系的建设与运行”“第三方

支付机构体系的建设与运行”“证券清算结算体系的建设与运行”“支付清



算体系运行与宏观经济变量”“支付清算体系运行与区域经济和金融发

展”“支付清算体系运行与金融系统稳定”“支付清算体系运行与货币政

策”。

专题报告为“支付清算体系热点考察、比较分析及理论探讨”，深入

探讨了国际化背景下我国支付清算体系中的热点与难点问题，对全球支

付市场发展中的创新前沿进行了动态跟踪，系统梳理了近年来支付领域

的相关研究文献，具体包括“银行卡市场的发展现状与展望”“网联平台

的建设与运行”“我国金融账户体系的发展演进和趋势”“非银行支付机构

跨境支付业务的发展与监管研究”“全球现金和非现金支付的发展分

析”“基于全球视角的城市交通支付创新研究”“国家快速支付体系：基于

零期限货币的理论探索”“支付经济学研究动态：理论述评与文献概

览”。

《中国支付清算发展报告（2020）》是在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李

扬理事长的指导下完成的。本报告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中国人民银行支

付结算司、中国支付清算协会、中国银联、Visa公司、上海清算所、中

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社等各方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感谢。本报告由杨

涛和程炼担任主编，负责全书的组织编写、部分章节的修改以及全书的

统稿和审订工作；周莉萍和董昀担任副主编，负责部分章节的撰写及统

编工作。各章执笔人分别为：第一章，宗涛、付家豪；第二章，王邦

飞、郑良玉、张晓东；第三章，李鑫、赵亮；第四章，程炼；第五章，

程炼；第六章，程炼；第七章，费兆奇、徐扬；第八章，罗沛君、舒

冲；第九章，关一濛、王子玥；第十章，陆强华；第十一章，马颖、徐

海洲；第十二章，周莉萍；第十三章，Sabina Frizell、Michael Nunes；
第十四章，赵鹞；第十五章，董昀。

支付清算研究是一个实务性较强的领域，不仅我国的支付清算体系



建设不断出现各类新情况、新问题，而且各国都在此领域面临诸多技术

和制度变革带来的新挑战。因研究储备有限，本报告可能会存在一些不

足或需完善的地方。我们期盼各界同人的批评和建议，并希望长期坚持

这项工作，以此不断地抛砖引玉，促使学术界更加重视支付清算研究，

促进研究者与监管者、从业者的深度交流，推动跨学科的交叉研究与探

讨，真正使我国的支付经济学得到发展，使支付清算体系的政策与实务

研究能够在全球范围内逐渐走向前沿，从而推动我国支付清算体系实现

高效、健康、可持续和国际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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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报告 我国支付清算体系的发展状况

及经济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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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中央银行支付清算体系的建设与运行

宗涛 付家豪[1]

摘要：2019年，我国中央银行支付清算体系稳健运行，非现金支付工

具稳步发展，中国人民银行支付清算系统业务量继续攀升，电子汇票、银

行卡、电子支付等业务发展呈现新亮点。同时，账户管理改革取得新突

破，备付金集中存管、“断直连”工作深入推进，支付清算领域对外开放进

一步扩大。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中国人民银行坚决服从疫情防控

大局，及时开通资金汇划“绿色通道”，进一步提升支付服务便捷性，为打

好疫情防控阻击战做出了积极贡献。同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央银

行在统一金融账户管理、加快支付监管立法、维护支付安全等方面面临一

些新的挑战，需要各方面共同努力，更好地促进支付服务行业平稳健康发

展。

关键词：中央银行 支付清算体系 账户管理 法律法规 金融创新



一 2019年基本情况及特点[2]

2019年，我国中央银行支付清算体系运行呈现非现金支付工具稳步

发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数量恢复增长、中国人民银行支付清算系统

业务量继续攀升等特点，特别是电子汇票、银行卡、电子支付等业务发

展呈现新亮点。

（一）2019年我国非现金支付工具的基本情况

非现金支付工具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我国非现金

支付工具主要有汇票、支票、本票和银行卡及其他结算业务等。2019
年，我国非现金支付业务呈现笔数大幅增长、金额微幅增长、结构持续

分化的态势，全国共办理非现金支付业务3310.19亿笔，金额3779.49万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50.25%和0.29%。

一是电子商业汇票业务发展亮点突出。2019年，全国共发生各类票

据业务1.90亿笔，金额133.81万亿元，同比分别下降14.46%和10.11%。

其中，支票、银行汇票、银行本票等业务均有一定程度的下降。与之相

反，电子商业汇票系统业务量保持增长。截至2019年末，电子商业汇票

系统出票1990.21万笔，金额19.50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7.19%和

16.11%。此外，承兑、贴现业务也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二是银行卡发卡量和交易量继续稳步增长。从发卡量看，截至2019
年末，全国银行卡在用发卡量为84.19亿张，同比增长10.82%。全国人

均持有银行卡6.03张，同比增长10.40%。其中，人均持有信用卡和借贷

合一卡0.53张，同比增长8.36%。截至2019年末，银行卡跨行支付系统

共有联网商户2362.96万户、联网POS机具3089.28万台、ATM机

具[3]109.77万台，较上年末分别减少370.04万户、325.54万台和1.31万
台。从交易量看，银行卡交易量继续增长。2019年，全国共发生银行卡

交易3219.89亿笔，金额886.39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53.07%和2.82%；



日均交易8.82亿笔，金额2.43万亿元。特别地，银行卡信贷规模持续增

长。截至2019年末，银行卡授信总额为17.37万亿元，同比增长

12.78%；银行卡应偿信贷余额为7.59万亿元，同比增长10.73%。银行卡

卡均授信额度为2.33万元，授信使用率为43.70%。

三是贷记转账等其他非现金结算业务总体保持平稳。2019年，全国

银行业金融机构共发生贷记转账、直接借记、托收承付、国内信用证等

其他业务88.41亿笔，金额2759.28万亿元，同比分别下降9.15%和增长

0.06%。其中，贷记转账业务83.85亿笔，金额2706.20万亿元。

四是电子支付尤其是移动支付业务继续保持迅猛增长势头。2019
年，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共处理电子支付业务2233.88亿笔，金额

2607.04万亿元。其中，网上支付业务781.85亿笔，金额2134.84万亿

元，同比分别增长37.14%和0.40%；移动支付业务1014.31亿笔，金额

347.11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67.57%和25.13%；电话支付业务1.76亿
笔，金额9.6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1.12%和25.94%。

（二）2019年我国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运营情况

2019年，我国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保持增长。截至2019年末，全国

共开立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113.52亿户，同比增长12.07%，增速较上年

末上升2.24个百分点。相比之下，2018年末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数同比

增速下降0.6个百分点。2019年增速上升，表明账户开设制度改革取得

积极成效。其中，单位银行结算账户6836.87万户，同比增长11.73%，

增速较上年末上升0.15个百分点；个人银行结算账户112.84亿户，同比

增长12.07%，增速较上年末上升2.25个百分点。

（三）2019年我国支付系统运行情况

2019年，我国支付系统稳健运行，共处理支付业务5685.12亿笔，



金额6902.22万亿元。其中，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系统共处理支付业务

180.17亿笔，金额5212.49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4.68%和13.35%，占支

付系统业务笔数和金额的3.17%和75.52%；日均处理业务5109.89万笔，

金额20.63万亿元，具有笔数少、金额大的特点。

二 2019年子系统运行情况

当前，我国支付清算体系包括大额实时支付系统等11个子系

统。[4]2019年，各支付清算子系统处理的业务量总体保持稳定增长态

势，受支付技术和社会主体支付习惯变化等因素影响，个别系统业务有

所萎缩。

（一）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系统[5]

1.大额实时支付系统

2019年，大额实时支付系统业务稳步增长。全年共处理业务10.94
亿笔，金额4950.72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97%和13.72%，增速较上年

略有下降；日均处理业务437.68万笔，金额19.80万亿元。可以看出，大

额实时支付系统笔数少、金额大，是支撑社会经济运转资金流转的主动

脉。

从处理业务笔数看，大额实时支付系统业务季节性波动较小。第一

季度，处理业务2.67亿笔，同比增长6.29%；日均处理业务444.49万笔。

第二季度，处理业务2.70亿笔，同比增长3.61%；日均处理业务435.55万
笔。第三季度，处理业务2.95亿笔，同比增长6.28%；日均处理业务

446.89万笔。第四季度，处理业务2.63亿笔，同比下降7.58%；日均处理

业务423.42万笔（见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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