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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余继超

当移动支付已经成为中国人的一种生活方式

时， 对于一些习惯使用银行卡或现金支付的 “老

外”来说，他们初到中国进行消费时，“水土不服”

有些明显。

三个痛点造成了“老外”的支付困境：一是境

外银行卡刷卡费率高于国内银行卡支付费率；二

是受理境外银行卡的商户数量较少； 三是商户有

时候没有零钱找零。

解决外籍来华人士的支付问题在当前显得更

有紧迫性。

近期，中国与越来越多国家正式迈入“免签时

代”。 2 月 9 日，中国和新加坡互免签证正式生效；3
月 1 日， 中泰互免签证协定正式生效；3 月 14 日，

中国正式对瑞士 、爱尔兰 、匈牙利 、奥地利 、比利

时、 卢森堡 6 个国家持普通护照人员试行免签政

策。 稍早之前， 2023 年 12 月 1 日，中国对法国、德

国、意大利、荷兰、西班牙、马来西亚 6 个国家持普

通护照人员试行单方面免签政策。

随着中外人员往来进一步密切， 如何让来华

的外籍人士享受到中国本土的支付便利，让“老外”

在支付时不再“见外”，一系列措施迅速铺开。

3 月 7 日，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发布《关于进一

步优化支付服务提升支付便利性的意见》。 在中国

人民银行“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和“外卡

内绑”“外包内用”的方针指导下，银联、网联、银行、

支付机构以及服务商正全力协同打造接与非接、卡

码兼容的支付解决方案。

直面痛点

“老外”在中国的支付方式无外乎三种：刷卡、

移动支付或者现金。 但我们在采访中发现，三种方

式似乎都遇上问题。

首先是刷境外卡的问题。

“中国目前的支付方式对国内居民来说是很方

便的，但是来旅游的境外人士在很多购物中心使用

境外信用卡支付面临困难。 ”科威特驻印度大使米

沙勒·穆斯塔法·沙马利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

线上采访时表示。 他此前任科威特驻上海总领事，

在上海生活了 3 年。

“外籍人士习惯刷卡或者 NFC（近场通信）这

种非接触式支付（“拍卡”）的模式消费，国内支付

环境大部分都是受理扫码支付的， 特别在地铁和

出租车等出行场景，这个终端要进行改造，成本会

相当高，而且也有一个过程，是需要时间的。 ”上海

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胥莉对记者

分析指出。

布设支持刷外卡的 POS 机需要成本， 不止是

资金成本，还有时间和人力成本。

刷外卡更显著的一个问题是，高昂的手续费。

外卡刷卡单笔费率基本上在 3%左右，而境内业务

的正常手续费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定价， 目前为不

高于 3.25‰（单笔收费金额不超过 3.25 元）。 微信、

支付宝等的第三方支付平台对商户的费率则通常

在 3.8‰—6‰之间浮动。

而这笔外卡刷卡手续费主要由商户来承担，

导致商户不愿意安装外卡 POS 机。

在移动支付方面，绑卡难问题突出。

“中国金融机构在识别 first name 和 last name
上非常严格但标准不统一。 ”常住上海市的美籍华

人 Xin Jing 向记者分享了一段办理中国境内银行

账户绑定支付宝、微信时遭遇的波折。

Jing 说，“在招行，我的名字叫 XIN JING，中行

叫 JING XIN， 这种微小的差别在实名验证过程中

会导致姓名不一致的境内银行卡全部不能绑定。

还有 XINJING 无空格这个格式， 基本都要试错好

几次才能成功。 ”

Jing 表示，希望统一身份识别的标准、方法，支

持境外银行卡直接刷卡消费， 鼓励门户城市的一

些商家多开放兼容一些境外支付方式。

在现金支付方面，“无法找零”成为经常发生的

尴尬。

外籍来华人士遇到的“支付痛点”不可回避，而

解决这些痛点，也非朝夕之事。

各方行动

为解决境外人士来华支付不便的问题，各方都

在“下功夫”。

让“老外”支付不“见外”

◎ 记者 李曦子

日本央行施行了 8 年的负利率政策在 3 月 19
日宣告终结。 日本央行同时宣布结束国债收益率

曲线控制（YCC）政策，并取消对日股 ETF 和 REITs
（不动产信托投资基金）的购买计划，逐步减少商

业票据和公司债券购买金额。 至此，全球最后一个

主要经济体正式退出负利率政策。

全球市场从容应对了这一历史性转变。

这要归功于日本央行的预期管理———自去年

开始，日本央行接连放宽 YCC 的波动范围，向外界

释出转向信号； 以及鸽派的立场———继续维持印

钞购买国债，并明确表示利率不会很快走高。

相较于日本央行的“鸽式加息”，全球更为关

注的是， 与日本央行货币政策密切相关的通胀走

势。 日本迎来久违的通胀的驱动力是什么？ 是否可

持续？

政策“三件套”

3 月 19 日，日本央行连发 6 份文件，宣告走向

货币政策正常化的 “三件套”：退出负利率 、放弃

YCC、停止购买 ETF 和 REITs。

日本央行在声明中指出， 日本经济已适度复

苏，但部分地区出现疲软。 企业利润持续改善，劳

动力市场状况紧张。 在这种情况下，从今年劳资双

方一年一度的春季工资谈判到目前为止的结果来

看，继去年企业工资增长之后，今年工资继续稳步

增长的可能性很大。 此外，工资和物价之间的良性

循环已变得更加稳固，核心 CPI 有望逐渐增加，预

计通胀率将在 2024 财年超过 2%。

在前瞻性指引方面， 日本央行并未提供太多

信息。 其表示，将继续关注金融和外汇市场的发展

及其对日本经济活动和价格的影响。 但此前“如有

必要，将毫不犹豫地采取额外宽松措施”的承诺已

被取消。

瑞士宝盛首席经济学家 David Kohl 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表示，结束负利率政策、收益率曲线控制

政策以及 ETF 购买计划的组合拳， 彰显鹰派货币

政策行动。 但同时，考虑到日本央行仍旨在维持宽

松的货币环境，日本货币政策的前景依然温和，日

本政府仍有可能购买债券， 鹰派的政策行动背后

传递出鸽派信号， 表明这不是一系列激进加息的

起点。

久违的通胀

为带领日本走出通货紧缩， 日本前首相安倍

晋三在 2012 年射出 “安倍经济学”的“三支箭”：摆

脱通缩、改善财政赤字、结构性改革。

其中，摆脱通缩的政策又被称为“质化和量化

宽松（QQE）”，主要目标是争取在两年内实现 2%
的年度通胀目标。

但“安倍经济学”并未实现这一目标。

日本负利率时代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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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19日，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男在议息会议结束后进行新闻发布会，并发表讲话。 IC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