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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new century,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technology has been changing with each pass-
ing day. China’s third-party payment industry has also achieved tremendous growth during this 
dividend period. At the same time, the continuous reform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the conti-
nuous improvement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have also provided a good environment for 
third-party payment. According to statistics from recent years, we can find out that while the 
third-party payment shows strong development momentum, it also has different directions and 
different degrees of influence on the various businesses of commercial banks. And, in a certain 
sense, the third-party payment promoted the innov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commercial banks. 
This article is centered on commercial banks, exploring the different business models of 
third-party payment companies and commercial banks, and exploring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third-party payment on various businesses of commercial banks to provide corresponding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ommercial banks in the new si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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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世纪以来，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我国第三方支付行业在此红利期也获得了巨大发展，同时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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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机构的不断改革以及金融机制的不断完善，也为第三方支付提供了良好的成长环境。根据近几年的统

计数据可以发现第三方支付在表现出强大发展动力的同时，对商业银行的各项业务也产生了不同方向、

不同程度的影响，且在一定意义上促进了商业银行的创新和转型。本文以商业银行为中心，通过分析第

三方支付企业与商业银行的不同业务模式，探索第三方支付对商业银行各项业务的影响机制，为商业银

行在新形势下的发展提供相应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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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国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金融机构的不断改革以及金融机制的不断完善为第三方支付行业提供

了强烈的发展动力。自 2005 年以来，我国第三方支付行业就得到了迅速发展，不仅表现在规模不断增长

方面，也表现在进行不同程度的业务创新、营业种类规模不断扩大方面，在许多业务方面已经成为银行

的竞争者，影响银行各项业务规模，限制银行的盈利能力。如何利用自身优势，大力进行创新改革活动

以此来适应不断发展的第三方支付业务所带来的冲击成为银行的最主要任务。本文首先列举了关于第三

方支付及其对商业银行盈利能力影响的研究成果，然后根据这些研究资料进行分析，得出第三方支付对

商业银行资产业务、负债业务以及中间业务盈利能力的影响机制，最终利用上述结论对商业银行在新形

势下的发展提出相应对策与建议。 

2. 文献综述 

2.1. 关于第三方支付的研究 

关于第三方支付的定位，国内学者的看法大致相同。李育林(2009) [1]认为第三方支付仅是一个支付

结算与资金转移的交易中介。付俊平(2012) [2]提出第三方支付可以在对交易双方进行监督的同时进行支

付结算。徐超(2013) [3]认为第三方支付是建立在互联网基础上的一种交易结算方式。在第三方支付发展

的安全性方面，邱甲贤(2007) [4]指出应从信息的不对称性、不确定性及资金支付三个方面来分析第三方

支付发展的安全性问题。针对信息安全问题，马桂琴(2011) [5]提出应从道德约束机制、系统安全保障及

法律体系建设三个方面出发，建立安全体系以保障第三方支付交易双方的信息安全。 

2.2. 关于第三方支付与银行关系的研究 

张劲松(2011) [6]认为第三方支付机构并没有和商业银行构成竞争关系，因为他们的目标客户群并不

一样，第三方支付的客户来源主要是中小微企业和个人消费者，而商业银行支付体系则是提供连接商品

交易者与清算者的沟通渠道，关键在于金融服务创新。之后，贝为智(2011) [7]指出第三方支付的发展可

以促进商业银行的互联网化、便利化，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商业银行的转型，提高了其盈利能力。

而范金亚、张荣(2017) [8]研究发现第三方支付对商业银行的一些业务造成了冲击，限制了其盈利能力的

发展。由于第三方支付企业各项业务与商业银行的各项业务之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竞争与合作关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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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第三方支付对商业银行业务盈利能力的影响错综复杂。本文对其影响进行细致分类，为银行的进一步

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3. 第三方支付对商业银行业务的影响机理分析 

3.1. 第三方支付的内涵界定 

第三方支付机构是一种非金融性的机构，它的主要功能是为互联网交易提供资金的转移服务。第三

方支付根据运营策略的不同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互联网型和金融机构型。前者侧重于网络化，注重互联

网上的推广；后者侧重于金融化，注重安全性。两种类型的第三方支付各有其优缺点。 
第三方支付拥有其突出特征：首先，第三方支付平台将各种不同支付方式融合统一到一个应用软件

的界面中，从而使得电子商务交易愈加的方便、快捷；其次，从第三方支付平台与传统的互联网资金转

移交易方式对比中可以得出，第三方支付能够大幅提高交易过程中的安全性，保证交易过程的顺利进行

与资金转移的安全，而且其在保证交易安全性的同时可以使得交易更加便捷，提高客户的使用体验；最

后，因为大部分的第三方支付平台自身就依托于大型的网站或者规模较大、信用较高的实体企业，拥有

强大的经济实力，并且大部分第三方支付机构都与各大银行间建立了合作关系，合作的银行就可以作为

其信用保证。自 2005 年以来，我国第三方支付就得到了迅速发展，交易规模迅猛扩大，在第三方支付行

业本身不断发展的同时，我国也逐渐加强了对于第三方支付的监管力度，加强他们的安全性对经济发展

具有重要作用。 

3.2. 第三方支付对商业银行业务的影响机制 

3.2.1. 第三方支付对商业银行贷款业务的影响 
贷款业务是指商业银行通过存款业务获得资金之后再将其贷放给机构企业或者个人，然后以贷款金

额为本金收取高于存款利息的业务，这是商业银行日常经营活动中最主要的资金去向，在商业银行所有

可以盈利的业务中占据最主要地位。但是在商业银行中获得贷款需要复杂严格的程序、资格审查，因此

一般的中小微企业或者个人很难从商业银行中获得贷款。而第三方支付拥有其便利性，即中小微企业或

者个人只需拥有合法的信息并且有一定的信用额度便可以及时地从第三方支付机构中取得贷款，这就和

商业银行的贷款业务形成了竞争关系，使得许多中小微企业或者个人客户的贷款对象从银行转变为第三

方支付机构，不利于银行贷款业务的发展。同时第三方支付平台通过全面把握市场经济活动的状况和各

种信息，利用其手机端软件的便利性与即时性抢占了银行在市场中原有的部分贷款份额。 

3.2.2. 第三方支付对商业银行负债业务的影响 
存款是商业银行经营活动的基础。第三方支付虽然只是交易中介，不能吸收存款，但是可以利用其

交易媒介功能转移客户银行卡内的资金，资金转出减少了银行持有的活期储蓄，此时就对商业银行的存

款规模带来一定影响。且随着利率市场化的不断进行，银行吸收存款的成本越来越高，需要支付给存款

人的利息越来越多，从而使得银行的盈利能力有所下降。电子商务交易双方在进行网络资金转移的时候，

由资金输出方先将资金转移到第三方支付机构持有的账户之中，待所有交易过程结束之后，才将资金转

移到卖方账户。在这一交易过程中，资金暂时由第三方支付机构保管而不是以银行账户活期存款的形式

存在，对商业银行存款业务带来了极大的不利影响。 

3.2.3. 第三方支付对商业银行中间业务的影响 
信托租赁、财务咨询等中间业务成为银行在存贷款市场接近饱和时获得盈利的新增长点。一般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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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银行利用中间业务获利的能力受中间业务的本身特点影响最大，中间业务越是对顾客有利、种类越

多、交易越是便捷就越有助于提高其盈利能力。但是在第三方支付迅速发展的形势下，商业银行发展其

中间业务就变得很困难，第三方支付机构不仅带走了大量的商业银行潜在客户，而且还利用其应用软件

的便利性使客户形成了巨大的依赖度，如支付宝，不仅能提供转账、生活费用支付等日常服务，还可以

给企业用户提供大笔款项的支付结算服务等。第三方支付在中间业务上与银行形成了竞争关系，一定程

度上抢走了银行部分客户，挤占了银行利用中间业务的盈利空间，影响了银行在中间业务方面的发展。 

4. 实证分析 

从上述理论分析可以看出，第三方支付业务与商业银行的关系错综复杂。为了进一步研究第三方支

付对商业银行业务的影响，本文选取 2013 年至 2018 年我国 A 股商业银行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为样本，

并剔除相应变量缺失以及非正常状态上市的数据，与同时期的第三方支付发展规模数据构建面板回归模

型，由此来分析第三方支付对商业银行各种业务的不同影响。同时据理论分析，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1：第三方支付对商业银行贷款业务产生消极影响； 
H2：第三方支付不利于商业银行负债业务的发展； 
H3：第三方支付对商业银行中间业务带来不利影响。 

4.1. 变量描述 

4.1.1. 第三方支付发展指标 
一般可以用来衡量第三方支付发展状况的技术指标主要包括交易额，互联网交易额，移动交易额，

增长率等。本文选取总交易规模以及增长率衡量第三方支付的总体发展。 
1) 总交易规模即中国第三方支付市场交易规模，包括非金融支付机构交易规模的总和，它直接反映

了第三方支付市场交易规模的大小，用 X1表示； 
2) 增长率是指第三方支付市场交易规模对比上年的增长百分比，即增长率 = (当年交易额 − 上年交

易额)/上年交易额，它反映了第三方支付交易规模的增长情况，用 X2表示。 

4.1.2. 商业银行业务指标 
1) 资产业务指标：本文选择贷款业务作为资产业务的代表进行研究。在研究过程中以贷款业务量与

资产总额的比值作为衡量指标，这样既可以衡量资产业务结构变化，也可以反映贷款业务的发展状况。

即：贷款业务比 = 总贷款/总资产，用 Y1表示。 
2) 负债业务指标：本文将存款业务作为负债业务的代表进行研究。与资产业务衡量指标的选取类似，

在研究过程中以存款业务量与总负债的比值作为衡量指标。即：存款业务比 = 总存款/总负债，用 Y2表

示。 
3) 中间业务发展指标：在本文中，主要对商业银行整体的业务量进行研究，选择中间业务收入占商

业银行总营业收入的比重作为衡量中间业务发展状况的指标，这样可以很好的表示中间业务在商业银行

业务中的地位。即：中间业务比=中间业务收入/总营业收入，用 Y3表示。 

4.1.3. 控制变量 
由于不同商业银行之间存在系统性差异，为了减少内生性对研究结果造成的潜在影响，本文在选取

以上解释变量的基础上将公司规模、每股经营现金流量、净资产收益率、股利支付率及营业收入等反映

公司层面信息的指标作为控制变量。具体的变量描述和定义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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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Variable symbol and meaning 
表 1. 变量符号及含义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定义 

被解释变量 

资产业务指标 Y1 总贷款/总资产 

负债业务指标 Y2 总存款/总负债 

中间业务发展指标 Y3 中间业务收入/总营业收入 

解释变量 
总交易规模 X1 中国第三方支付市场交易规模 

增长率 X2 增长率 = (当年交易额 − 上年交易额)/上年交易额 

控制变量 

公司规模 size 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净资产收益率 ROE 净利润/净资产 

股利支付率 Div 每股股利/每股价格 

每股经营现金流量 Cfps (经营活动现金收入 − 支出)/总股本 

营业收入 Income 营业业务收入 

 
4.2. 建立面板回归模型 

本文旨在考察第三方支付对商业银行各项业务的影响，根据上文变量设定构建面板回归模型如下： 

1 1 2 2 3 4

5 6 7

size ROE
Div Cfps Income ε 1,2,3

i i i i i i

i i i i

Y X X
i

α β β β β
β β β

= + + + +

+ + + + =
 

被解释变量分别为商业银行的三项业务指标，解释变量为第三方支付发展指标， 1β 和 2β 作为解释变

量的回归系数，反映了第三方支付对商业银行三项业务产生的净影响，其余变量为所采取的控制变量， iε
是随机干扰项。 

4.3. 数据分析 

表 2 显示了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指标。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表 2. 描述性统计 

Variable N Mean sd Min Max p50 

y1 162 0.110 0.0830 0.00400 0.353 0.0950 

y2 162 0.704 0.0980 0.470 0.955 0.699 

y3 162 0.175 0.0890 0.0260 0.403 0.167 

x1 162 570,000 630,000 12,000 1.900e+06 120,000 

x2 162 189.9 148.9 38.60 391.3 104.7 

Size 162 27.81 1.673 24.82 30.84 27.87 

ROE 150 14.52 3.242 7.414 23.09 14.18 

Div 111 24.92 7.256 5.410 38.45 27.27 

Cfps 114 5.808 10.48 -17.14 42.97 3.450 

Income 162 1.100e+11 1.800e+11 2.200e+09 7.300e+11 2.900e+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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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2 可得，y1均值只有 0.110，最小值低至 0.004，最大值达到 0.353，表明不同上市商业银行公司

之间贷款业务比存在巨大差异，总体平均水平较低。同时 y3均值为 0.175，标准差与 y1相比差异不大，

说明中间业务发展指标存在巨大的个体性差异，而 y2 均值达到了 0.704，相较之下，存款业务仍是商业

银行最重要的负债资金来源。根据上述样本，本文通过已构建的面板回归模型关于第三方支付发展对商

业银行业务的影响做出回归分析。 

4.3.1. 第三方支付发展对银行资产业务的影响 
将 2013~2018 我国 A 股商业银行上市公司贷款业务比与第三方支付总交易规模及增长率做面板回归

分析，结果如表 3 所示。 
 

Table 3. Regression results of the impact of third-party payment on asset business 
表 3. 第三方支付对资产业务影响的回归结果 

y1 Coef. Sd. t P > |t| 

x1 3.16e−08 1.83e−08 1.72 0.089 

x2 −0.000025 0.0000682 −0.37 0.715 

size 0.0439573 0.0102866 4.27 0.000 

ROE 0.0008856 0.0031121 0.28 0.777 

Div 0.0007501 0.001082 0.69 0.490 

Cfps 0.0026546 0.0006924 3.83 0.000 

Income −3.93e−13 8.05e−14 −4.88 0.000 

_cons −1.142573 0.2978285 −3.84 0.000 

 
由表 3 数据可得，x2 系数为负值且不显著，说明第三方支付的增长率对商业银行的贷款业务并没有

起到显著影响。而 x1的系数为正值且在 10%统计水平下显著，表明第三方支付规模对银行的贷款业务比

有着正向影响，即当第三方支付规模扩大时会促进商业银行的贷款业务进一步发展。这可能是因为第三

方支付的发展会带来贷款需求的提高，从而会增加银行的贷款规模，提高银行的贷款业务比，因为贷款

业务是商业银行最为主要的营利活动，因此就会增强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促进银行利润增长。假设 H1

不成立。 

4.3.2. 第三方支付发展对银行负债业务的影响 
将样本存款业务比与第三方支付总交易规模及增长率做面板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4 所示。 

 
Table 4. Regression results of third-party payment impact on liability business 
表 4. 第三方支付对负债业务影响的回归结果 

y2 Coef. Sd t P > |t| 

x1 −4.52e−08 1.75e−08 −2.59 0.012 

x2 −0.0000127 0.0000039 −3.23 0.0323 

size −0.0729758 0.0098027 −7.44 0.000 

ROE 0.0041643 0.0029658 1.40 0.164 

Div 0.0015827 0.0010311 1.53 0.129 

Cfps −0.0027288 0.0006598 −4.14 0.000 

Income 6.30e−13 7.67e−14 8.21 0.000 

_cons 2.616369 0.2838187 9.22 0.000 

https://doi.org/10.12677/ssem.2019.84022


白清超 
 

 

DOI: 10.12677/ssem.2019.84022 153 服务科学和管理 
 

由表 4 可以看出两个自变量的系数在 5%的统计水平下均显著为负值，即表示第三方支付的发展对银

行的存款业务比有着反向影响，即对商业银行的存款业务带来不利影响。这可能是由于第三方支付规模

扩大之后，客户就会更加倾向于将资产存放在第三方支付账户之中而不是商业银行账户之中。这就直接

的减少了商业银行的存款数量，由于存款业务是商业银行的最主要资金来源，是商业银行的经营活动的

基础，存款数量的减少会直接影响商业银行的经营活动，从而对其盈利能力产生不利影响。假设 H2成立。 

4.3.3. 第三方支付发展对银行中间业务的影响 
将 2013~2018 我国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比与第三方支付总交易规模及增长率做面板回归分析，结果如

表 5 所示。 
 

Table 5. Regression results of third-party payment impact on intermediary business 
表 5. 第三方支付对中间业务影响的回归结果 

y3 Coef. Sd t P > |t| 

x1 −3.15e−08 1.49e−08 −2.11 0.038 

x2 −0.0000762 0 .0000456 −1.67 0.098 

size 0.0700876 0.0083579 8.39 0.000 

ROE −0.0041999 0 .0025286 −1.66 0.101 

Div −0.0020135 0.0008791 −2.29 0.025 

Cfps −0.0009409 0.0006818 −1.38 0.098 

Income −3.00e−13 6.54e−14 −4.58 0.000 

_cons −1.593826 0.2419854 −6.59 0.000 

 
由表 5 可以得出两个自变量的系数在 10%的统计水平下均显著为负值，即表示第三方支付的发展显

著降低了商业银行的中间业务比，这就说明第三方支付规模的扩大或者增长率的提高会对商业银行的中

间业务产生不利影响。这可能是因为第三方支付的迅速发展，客户们之前利用商业银行账户进行中间业

务的惯性会逐渐转移到第三方支付软件上来，加之第三方支付软件较掌上银行来说更加便利，使用体验

更高，且有直观的收益表现，这就导致了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比的降低，不利于商业银行通过中间业务进

行营利活动。所以说三方支付规模的扩大或者增长率的提高对商业银行的中间业务盈利能力造成不利影

响。假设 H3成立。 
综上所述，第三方支付的迅速发展会对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产生复杂影响。具体来说第三方支付扩

大会对商业银行的资产业务盈利能力产生积极影响，而对商业银行的负债业务及中间业务的盈利能力产

生负面影响。 

5. 商业银行面对第三方支付冲击的主要措施 

5.1. 注重提升渠道功能 

在目前第三方支付迅猛发展的背景下，作为金融中心的商业银行也必须加紧其网络移动端软件的建

设与完善工作。将现在所拥有的手机银行功能加以完善，解决其在使用过程中出现卡顿甚至闪退的问题，

提升客户的使用体验，同时再加入现有手机银行所不具备的但是为客户在日常生活中所需要的功能及服

务，增加服务种类，提高客户的依赖度，推出更多方便快捷的支付业务，比如第三方支付机构的代表性

企业支付宝公司，将众多金融产品集中归于一个应用软件之中，从而客户只需要一个软件便能满足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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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生活需要，为之带来了巨大的客户黏度。因此商业银行要丰富其软件端的各种功能，使得手机银行

能满足客户的多样化需求，提高市场对于银行移动端的认可度。 

5.2. 加强与第三方机构的合作 

银行应认识到第三方支付有的长处，借鉴其优点发展本身的弱势项，加强双方合作，发展网络端的

信贷业务，主动扩张贷款消费市场，增强其盈利能力。且第三方支付机构虽然可以吸收大量的资金，对

银行存款业务形成一定威胁，但它并不能将资金储放在自身账户内，只能通过在商业银行中办理相应企

业账户，将吸收到的资金存放在银行体系里，这就为银行带来了存款业务发展的重大机遇。加强双方合

作，整合资源优势对于促进银行未来业务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5.3. 风险防范体系的完善 

存款、投资业务在带来收益的同时也形成了部分风险，只有在保证一定收益率的前提下降低风险才

能吸引更多客户。目前银行的资金交易仍然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风险，这些风险就会阻碍那些厌恶风险的

存款人或者交易者将资金放置在银行账户中，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商业银行存款业务的发展。同样，

第三方支付体系也存在着这些问题，而且第三方支付体系还在中间资金与客户信息泄露方面存在着巨大

争议，这些争议性便是当前第三方支付机构发展的最大瓶颈所在。因此在风险防范方面商业银行仍然具

有第三方支付体系所不拥有的安全性，但商业银行也应该对安全问题加以重视，大力发展风险防范体系

与制度，吸引客户使用银行服务而非是第三方支付的服务。在保证安全性前提下，不断提升用户体验。 

5.4. 注重小微客户和个人客户 

第三方支付的主要目标客户群是个人客户与中小微企业。这些贷款人一般并不具有商业银行贷款的

各种要求，因此获得商业银行的贷款就十分困难。作为结果，这些个人和中小微企业客户就成为了第三

方支付平台贷款业务的主要贷款对象，这就会对商业银行贷款业务中个人贷款和中小微企业贷款之类的

零售类业务产生负面影响。同时第三方支付平台通过全面把握市场经济活动的状况和各种信息，为中小

企业和个人客户创造比较便捷的线上投融资平台，加剧了其与商业银行贷款业务的竞争关系。因此商业

银行也应该发展针对此类客户的服务，主动地去扩张贷款消费市场，对于那些信誉较低的中小企业或者

个人客户适当降低贷款要求，与此同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对应的贷款利率，在保证贷款安全性的前

提下扩大信贷规模，从而增强其盈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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