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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支付战火蔓延
自 2016 年春节期间，腾讯以香港钱

包及 WeChat 形式将支付业务带到香港，
并在同年 8 月，腾讯获得香港金管局颁
发的首批第三方支付牌照，开始为香港
用 户 使 用 港 币 提 供 移 动 支 付 服 务 。 同
时，支付宝也在香港推出境外版 APP“支
付宝 HK”。

腾讯系产品的崛起被业内称为一场
“逆袭”，而这场逆袭在国内的发端，不得
不提到 2014 年的红包大战。2014 年，微
信支付利用“微信红包”席卷了移动互联
网用户，奇袭了支付宝盘踞多年的领地，
显示了其巨大的潜力。

根据艾瑞咨询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
2017 年第一季度，国内移动支付交易市场
总额为 22.7 万亿元，其中支付宝的市场规
模达 12.26 万元，占比 54%，财付通为 9.08
万亿元，占比 40%。而从增长速度来看，
从 2015 年第一季度到 2017 年第一季度，
支付宝的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181.85%，而
财付通为 479.97%。

短短两年内，财付通取得了如此迅猛
的增速。然而，对于整个腾讯金融体系的
布局来说，故事才刚刚开始。

如今，无论是上游商户还是下游购物
者，像达成默契一样进入了新零售时代，
消费者在将目光重新拉回到线下实体零
售场景的同时，也在寻找更为适配当下交
易体系的支付方式。

除了微信支付与支付宝两大巨头以外，
Apple Pay、百度钱包、京东钱包、甚至“国家
队”的银联，都对移动支付市场虎视眈眈，移
动支付领域的胜负，仍然充满了未知数。

“无现金日”是怎样炼成的？
单从消费者的使用体验来看，扫码、

确认、付款的支付流程在各大支付工具中
并无不同，但如果从扩张的方式来看，以
独立 APP 作为工具的支付宝，与肩负社交
属性的微信支付，注定会走上截然不同的
发展之路。

相比支付宝从电商开始的移动支付
普及之路，微信支付诞生的时期，与微信

高速发展的阶段重合。
除 了 刚 才 谈 到 的 微 信 红 包

外，为了在线下普及移动支付的
使用频率，从 2015 年开始，微信支
付便开始大力提倡“无现金日”的
概念。

顾名思义，所谓“无现金日”，
即消费者可以不携带现金走出家
门，在各种场合利用移动支付完
成生活所需，这无疑对移动支付
的线下普及程度提出了更高要
求。为此，微信和支付宝的线下地推团队
也在不断拓展线下包括商超、连锁零售行
业、便利店、旅游景点、医院、停车场、餐饮
在内的门店数量，同时用返现“鼓励金”的
营销方式吸引消费者参与。

以微信为例，从 2015 年首届“无现金
日”的 15万家门店到 2016年合作的 70万家
门店，微信支付如今已经从大众消费场景，
渗透到诸如庙宇在内的小众场所，人们已经
越来越习惯只携带一个手机便可出门。

作为支付工具，微信支付在线下日常消
费的优势还在于，作为一款拥有9亿月活跃
账户的超级APP，微信目前的打开频率让其
他竞争者望尘莫及，这也为用户养成了使用
习惯；另一方面，用户通过收发红包在账户
里沉淀了相当数额的零钱，让绑定银行卡+
支付的动作变得更为合理和顺畅。

根据艾瑞咨询发布的《线下商业支付
市场调研报告》，2016 年全年中国线下商
业支付市场交易规模约为 4283.2 亿元，其
中微信支付占比约 55%，为 2334.4 亿元，
支付宝及旗下口碑占比约为 45%，为 1906
亿元，其他诸如京东钱包、QQ 钱包、百度
钱包占比总和不到 1%，为 42.8 亿元。

而除了产品和营销层面的种种举动，

在“无现金日”的背后，腾讯还在积极拥抱
现有的金融政策体系。

3 月 31 日起，非银行支付机构网络支
付清算平台（下称“网联平台”）启动试运
行，首批接入四家商业银行和三家最大的
支付机构支付宝、财付通和京东金融旗下
的网银在线。试运行期间，将验证网联平
台的系统功能、业务规则和风控措施的完
整性和有效性。

当天，网联完成的首笔交易，就是由
腾讯财付通平台发起的，腾讯财付通也因
此成为网联平台上成功完成首笔跨行清
算交易的第三方支付公司。

创新与稳健的平衡
在互联网金融领域，政策监管曾经是

悬在不少企业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以 2015 年开始沸沸扬扬的 P2P 热潮

为例，随着一纸《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
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的正式出台，业
内 80%以上涉及大额业务的平台均须进
行不同程度的调整甚至转型，而曾经在资
本界炙手可热的 P2P 项目一时间也变为
烫手山芋。

几乎是在互联网金融呈上扬趋势的
同时，2015 年 9 月，腾讯将原有的支付、理

财等业务整合至独立的业
务条线，成立支付基础平
台与金融应用线（FiT）。这
一举动被外界认为是明确
金融科技作为腾讯战略业
务的表现，而摆在腾讯 FiT
眼前的，不仅仅是普及微
信支付，还在于将范围更
广的移动支付、金融应用、
甚至是区块链等技术创新

推行出去，实现广义的金融普惠。同时，
在互金业务成立伊始，腾讯就明确过对该
领域的进军方式。

“腾讯深知金融是一个水很深，而且
专业度非常高的行业，基于这样的敬畏，
我们希望腾讯的平台可以发挥连接的作
用，可以让行业里很多的优秀人才通过腾
讯平台服务用户。”腾讯集团总裁刘炽平
在 2015 年 9 月的腾讯金融合作伙伴高峰
论坛中这样表示。

早在今年除夕期间，腾讯就曾推出过
一款神秘的“黄金红包”，这款和微信红包
有着相似收发方式的红包产品，实际上是
腾讯财付通与工商银行合作推出的一项
新业务，用户在开通“腾讯微黄金”账户
后，可以在平台上便捷地实行黄金交易买
卖，也将原本少数人触及的贵金属交易大
大降低了门槛。

而在底层架构的金融创新方面，随
着 AI 落地与云计算的应用趋势愈加明
朗，在 6 月 22 日举行的“腾讯云+”峰会
中，腾讯云副总裁、金融云负责人朱立强
在现场分享了 AI 和金融的两个结合方
向，一是降低信息提供的成本，包括智能
客服、智能理赔、流程银行等；二是对人力
无法分析的信息进行深度分析，如智能投

顾、智能审批、智能营销、反欺诈等。
会上，朱立强表示：“AI 的本质是将无

直接价值的繁杂海量数据，通过机器学习
和分析，转化为有直接价值的信息。金融
的本质是将无直接价值的资源，通过空间
和时间上的重新配置，转化为有直接价值
的资源。AI 使数据/资源产生价值。”

由于金融领域与国家政策紧密结合，
在探索互联网金融产品和服务时，腾讯也
聪明地寻求与银行等国有机构的合作。
除了刚才提到的“黄金红包、AI+金融”以
外，腾讯还在“云+峰会”上公布了向金融
企业提供的云平台“腾讯金融云”解决方
案，客户包括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华夏银
行等在内的 200 多家银行。

与此同时，腾讯做金融的态度是稳健
的，从今年 3 月份举行的两会媒体沟通会
上，马化腾答记者问再次强调了这一态
度，“金融方面，腾讯通常用’稳健’的一个
思路去看。因为金融其实最核心的问题
是稳定和稳健，就是拼谁的命长，而不是
谁在短期内跑得多快”。

其实，这种“稳健”也体现在腾讯 FiT
事业部每一个细微动作中，该事业部的员
工曾给记者举过这样一个例子：为了给身
处香港的微信用户带去本地化体验，腾讯
在多次法令咨询和市场调研后，才在 2016
年春节推出香港钱包，并在获得香港金管
局颁发的首批第三方支付牌照之后，首次
推出提供本地化的香港“利是”以及线上
商户购物支付。

为两会提议、构建粤港澳区域版图、与
国有机构合作……作为互联网公司的腾讯，
已经开始将决策体系融入更宏观的国家经
济版图之中，这一方面让腾讯更具备在“政
策”与“创新”之间灵活游走的能力，在成为
监管体系下“好孩子”的同时，也从侧面印证
了腾信始终信奉“连接”的价值。

随着移动支付在全球的普及，互联网
金融才刚刚掀开它神秘面纱的一角，而在
未来，不论是支付宝还是微信支付，在蚕
食了绝大多数的 C 端流量后，垂直行业、
企业服务、消费类金融产品……仍有多个
细分市场亟待挖掘，“双寡头”格局被颠
覆，也许并不遥远。 综合

前有Apple Pay后有“国家队”
移动支付两巨头地位有变数

当国内消费者把使用手
机买咖啡、骑自行车、叫外卖
当作一种生活常态后，国内
移动支付领域的两大巨头
——蚂蚁金服旗下的支付宝
与腾讯财付通旗下的微信支
付，都开始了加快海外布局
的步伐。在境外，微信支付
已登陆多个国家和地区，为
出境旅游的中国游客免去了
兑换外币的烦恼。

现在，拥有高达 4500 万微博粉丝，被
网友戏称为最前排吃瓜群众的陈欧，绝对
可以称得上企业家里面的头号网红。而
陈欧本人似乎也很享受这种身份，微博上
卖货成了其最常用的促销手段，尽管陈欧
的微博下面依旧能看到有用户抱怨在聚

美买到假货……
如今的聚美优品在网红老板的包装

下越来越像一个网红店。忙于开疆拓土
的陈欧似乎已经忘记了他的主业，面对没
有最低只有更低的股价，似乎越来越难以
见到有效的作为。

陈欧的当务之急，应该是担起一个企
业家的责任，为投资人和股民负责，设法
挽救电商主业的颓势，而不是拿着投资人
的钱去做他认为“靠谱”的事。

面对目前的两美元股价，这些举措恐
怕只能是令其更加见底。

三年时间缔造奇迹成功上市，三年时
间也创下市值缩水九成的“壮举”。未来，
经历了大起大落的陈欧已经无须再为自
己代言，因为追逐所谓的风口、寻求多元
化发展，只能让没有核心竞争力的聚美越
来越“不美”。 综合

聚美优品三年市值缩9成
陈欧拿什么为自己代言？

“创 业 的 路 上 少 不 了 质 疑 和 嘲
笑”，这是陈欧当年“为自己代言”广告
中的话语，而如今的陈欧的确面临着
无数的质疑。

质疑首先来自于聚美惨不忍睹的股
价。10 日，聚美优品股价收报 2.02 美
元。这样的价格意味着聚美从市值最高
时的 57.8 亿美元，下滑到目前的 2.98
亿美元。三年多时间，大约54亿美元市
值就此蒸发。

其次，近日聚美优品内部的高管离职
问题也被曝光。有消息称聚美优品联合
创始人戴雨森和高级副总裁刘惠璞早已
于今年年初离职。而根据工商信息显示，
聚美优品的法人于4月24日由戴雨森变
更为陈欧，戴雨森的聚美执行董事、经理
职位也由陈欧接替。随后，高级副总裁刘
惠璞在朋友圈回应称自己并未离职。

对此，聚美优品方面表示：戴雨森目
前确实在看一些聚美上下游的产业，“属

于内部孵化的那种”，并没有离职。同
时，陈欧、戴雨森、刘惠璞三人也在微博
互动，以此来证明戴、刘仍“身在曹营”。

尽管聚美进行了“辟谣”，但是，如今
公司仍深陷不断亏损的泥潭是不争的事
实。与不断下跌的业绩跟股价相比，更
为严重的情况来自老板陈欧——目前依
旧没有拿出有力的举措来拯救颓势，而
是将大部分精力都放到了主业之外的副
业中。

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争夺的热点、
风口，2010 年的风口是团购，陈欧抓住
了 这 次 风 口 上 线 了 团 美 网（聚 美 优
品）。随后，聚美成功转型，一举从混
乱的团购市场脱身，摇身成为自建渠
道、仓储和物流的 B2C 电商。

紧接着，陈欧那支广告“为自己代
言 ”亮 相 ，并 爆 红 网 络 ，一 时 间“ 陈 欧
体”成了各方竞相模仿的标准，陈欧本
人也随之爆红，同时为聚美优品带来
了极高的曝光率。

这三年多时间，聚美和陈欧顺风顺

水。截至 2014 年，聚美优品实现了连
续 8 个季度的盈利，在竞争激烈的电商
市 场 陈 欧 和 聚 美 优 品 创 造 了 一 个 奇
迹，而此时，当初“团购大战”的幸存者
们还在靠着不断烧钱，发放补贴来吸
引用户。

从 转 型 电 商 ，到 敲 钟 上 市 ，陈 欧
和聚美优品仅仅花了三年多的时间，
之 后 公 司 股 价 一 路 走 高 。 上 市 当 年
的 8 月份，其股价达到了 39.45 美元的
历史最高值，一时间陈欧可谓是风光
无限。

不过，这位纽交所历史上最年轻的
上市公司 CEO 没有想到，这个最高股
价竟然是聚美优品最后的辉煌。同样
是三年后的今天，聚美优品市值疯狂
缩水近 90%，股价仅剩 2 美元。

暴跌为何来得如此突然，如此势不
可挡，外界有过很多的分析。然而面
对颓势，陈欧的做法令人扼腕。

陈欧先是在去年 2 月份提出私有
化，但由于其提出的 7 美元私有化价
格，与当初 IPO 时的发行价 22 美元相差
甚远，使得陈欧遭到股东们的不满和

炮轰，最终导致私有化失败。
为了换回败局，陈欧再度出山，重

新拍摄了一组为“为自己代言”的新广
告。不过，此时的陈欧已经不是当年
那个意气风发的纽交所“220 余年史上
最年轻上市公司 CEO”了。

就像他上一版广告中所说的那样，
面对他的是舆论的质疑和嘲笑，还有
下跌不止的股价。所以，陈欧的为“自
己代言”也被愤怒的股民修改成“为无
耻代言”。股民愤怒的是什么呢？是
对一位 CEO 无休止的不务正业。

●新三年旧三年

如今，面对一片衰败景象，股东们也
开始四散离去。

聚美优品的几位联合创始人包括陈
欧、戴雨森、刘辉，以及首席战略官高孟、
首席财务官郑云生均毕业于美国斯坦福
大学，是要好的校友。但是一年前（2016
年 4 月），联席 CFO 高孟、郑云生同时离
职。随后，今年也传出戴雨森已离职的消
息……

不仅是一起打拼的兄弟们，连资本方

也开始越发的不信任聚美优品。2017年5
月上旬，根据聚美优品向美国 SEC 递交的
20-F文件显示，徐小平和险峰长青也从聚
美优品主要股东名单中消失，这意味着，
两者已经大幅减仓甚至已全部清仓套现
离场。

根据易观千帆所提供的数据显示，聚
美优品 APP 的活跃用户数量也在大幅下
滑：今年 4 月份月活用户为 593.3 万人，相
比去年同期的1062.82万人暴跌了44%。

作为公司 CEO，陈欧在面对这一系列
困境时并没有选择将工作重心放到主业
方面，而是试图通过多元化的发展来挽救
下滑中的聚美。

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聚美分别选
择了建立聚美影视、自主研发空气净化
器、投资无人机、共享充电宝等等一系
列项目。不过，尽管每一次阵仗都很
大，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些项目均没有获
得成功。

聚美影视的第一部剧《温暖的弦》从
去年宣布投拍，一直到今年 6 月份才正式
确定了男女主角；宣布自研空气净化器，
以及投资无人机则都在高调宣传后就不
见了踪影，两者至今也未见量产产品。

至于，曾经一度让陈欧与“万达公子”
王思聪之间下赌注的共享充电宝，在聚美
入资之后也出现了管理层动荡，另外街电
公司原股东海翼与原街电开发负责人于
海斌在网上隔空怒怼更让外界疑虑。

●创始人不和纷纷离职

●“网红”老板难开“网红店”

据报道，阿里巴巴股价上周三收盘
创历史新高，报 149.00 美元，超过苹果公
司在周三收盘时的 145.74 美元。与此同
时，阿里巴巴市值已达到3769亿美元。

2016年12月30日，即2016年的最后
一个交易日，阿里股票的收盘价仅为
87.81 美元，而目前为 149 美元，这意味
着，今年以来阿里巴巴股价已大涨 65%，
过去一年来的涨幅更是高达77%。

阿里巴巴的营收也在同步增长。在
最近公布的 2017 财年第四季度（第一自
然季），阿里巴巴营收同比增长60%，调整
后每股盈利增长 83%，自由现金流大增
116%。换句话说，该公司仍在像创业公
司一样高速增长。

据悉，阿里巴巴绝大部分的营收
都来自于中国市场，国际营收在今年
仅占 10%，略高于 2016 年的 8%。预计
其国际业务将在未来数年加速增长，
因为阿里巴巴在其第四财季财报中表
示，该公司“正在为国际业务的长期增
长奠定基础”。 综合

股价超苹果
阿里创新高

据报道，Uber 与俄罗斯打车服务巨
头 Yandex.Taxi 昨日宣布，双方将合并在
俄罗斯、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白俄罗斯、
格鲁吉亚和哈萨克斯坦的打车业务。

双方还将成立一家合资公司，Uber
将向合资公司注资 2.25 亿美元，占股
36.6%；Yandex 将注资 1 亿美元，占股
59.3%，而剩余4.1%则由员工持股。

这笔交易会在今年的第四季度完
成，公司估值将在 37.2 亿美元左右。
作为合作的一部分，Uber 还将把在上
述 6 国的 UberEATS 外卖服务转让给
合资公司。

合资公司将由 Yandex.Taxi 首席执
行官担任 CEO，Yandex 将拥有 4 个董事
会席位，而Uber则拥有3个。

彭博社在报道中称，Yandex 预计一
年完成订单约 2.85 亿个，总收入约为 10
亿美元；Uber 在俄罗斯业务预计完成订
单约1.34亿个，总收入约为5.66亿美元，
双方业务合并后，每月将能处理3500万
个订单。

Uber 表示，在俄罗斯与 Yandex.Taxi
争夺市场令其过去三年亏损了约 1.7 亿
美元。Yandex.Taxi在俄罗斯运营的时间
比Uber登陆该国早三年，并展示出降低
服务价格以吸引用户的强烈意愿。 综合

Uber再碰壁
从6国“撤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