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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外国人来华停留的新方式”

外国人在中国怎么快速用境外银行卡绑定移动支
付软件？这个过程麻烦吗？中国相关部门出台优化支
付服务后，很多外籍人士十分好奇。

近日，本报记者邀请阿联酋迪拜的中阿卫视主持
人蔼霖娜拍摄一个绑定外卡的短视频。视频中，她登
录微信，从“钱包”页面添加一张境外银行卡，填写
卡号、选择卡片类型，绑卡就完成了，整个过程不到1
分钟。随后，她在北京使用微信支付扫码购买咖啡、
在小程序上购买公园门票、扫码乘坐公交车，支付过
程都很顺利。

“这真是一次非常神奇的旅程。在中国，你只需要
一部手机完成支付，就可以去你想去的地方，吃你想
吃的东西，看你想看的风景。”蔼霖娜说，通过观看短
视频，她身边很多朋友知道了维萨、万事达等6种境外
银行卡可以绑定中国的移动支付软件，纷纷尝试，“中
国展现出对外开放的温度，现在朋友们越来越喜欢这
种方便快捷的支付方式了”。

蔼霖娜的快捷“绑卡”体验，源于中国相关部门指
导支付平台去年下半年推出的“外卡内绑”服务。它支持
外籍人士下载中国移动支付软件后，直接绑定多种境外
银行卡。这项服务一经推出，便受到海外媒体关注。

拉美社发文称，要理解这一决定有多大影响，首
先必须认识到存在这样一个地方，那里的几乎一切都
可以用手机支付：交通、服饰、食品、医疗、娱乐、
共享单车，甚至是归还欠款——这里就是中国。此
前，中国的移动支付服务尚未关联中国境外的银行
卡，这给过境或在华短暂停留的外国人带来一些不
便。随着“外卡内绑”服务推出，像当地人一样支付
成为吸引外国人来华停留的新方式，此举顺应了新冠
疫情后人们逐渐恢复前往中国旅游的趋势。

“这种体验非常好，因为我可以将自己的国际银行
卡绑定中国的移动支付软件，像中国人那样付款。”在
中国参加短期课程的墨西哥女孩莉莉亚娜·帕迪利亚
说，她在商店、餐馆消费，坐地铁、骑共享单车都可
以使用移动支付，这些应用程序对用户相当友好，“即
使你不会说普通话”。

外籍人士还可以在中国直接使用一些境外电子钱
包，扫描中国移动支付二维码付款，这项服务被称为

“外包内用”。目前，中国银联、支付宝、财付通等平
台与多个境外钱包实现互通，方便境外钱包使用者在
中国境内便捷消费。

马来西亚最大电子钱包Touch‘n Go eWallet在当
地拥有超过50%的市场份额，最近成为支持在中国使用
的海外钱包之一。其运营商TNG Digital公司首席执行

官倪翔认为，中国优化支付服务有利于促进跨境支付
便利化，我们为此次支付便利化升级给用户与中国内
地商家带来更多互动机会感到兴奋。

蒙古国电子钱包Hipay也通过与中国支付机构支付
宝合作实现互通使用。其创始人兼董事长纳兰巴特·巴
图尔加说，用户对在中国可以使用Hipay进行支付非常
满意，相信这项措施会为蒙古国游客在华消费带来很
大便利。

尊重外国人的多种支付方式

中国相关部门意识到了外国人此前面临的支付困
难，要求在机场、火车站和主要商业区推广国际信用卡
支付；中国的银行、支付机构进一步优化开户流程……一
些海外媒体关注到这些优化支付服务措施的更多细节。

法国新闻广播电台网站报道称，中国宣布的一系
列措施，有助于帮助外国游客适应在华生活，尤其是
在可能显得有些复杂的支付方式上。美国 CNBC 网站
发文认为，外国游客每年使用中国移动应用支付交易
限额提高，这一举措对国际游客的影响最大，反映了
中国努力让外国游客在这个移动支付已经无处不在的
国家更容易地进行日常购物。

“我们既要向外国朋友分享多数中国人喜欢的支付
方式，又要尊重外国人支付刷卡或使用现金的习惯。”
旅美学者、美国波特兰州立大学教授李斧去年3次到中
国出差、探亲，深刻体会到中国移动支付的普及程
度。他认为，使用移动支付有很多积极意义，同时也
要看到一些境外人士刚到中国时的不适应。像机场出
口处的网约车，一些不会线上约车的外国旅客享受到
这项服务并不容易。从支付习惯来说，海外很多人习
惯使用信用卡，一些人担心移动支付可能不利于保护
个人信息，包括收到没有必要的广告等。

“中外支付技术、管理方式、消费习惯存在一些差
异，造成此前一些外国人在华支付出现一定困难。”中
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支付清算研究中心主任杨涛认
为，中国移动支付技术发展速度快，国内受众认可度
高，而国外很多居民习惯于刷卡或现金支付，中外消
费者在支付习惯、消费文化上存在差异。其次，跨境
支付本身存在困难和挑战。当资金进行跨国或跨地区
转移时，这个过程涉及的主体十分复杂，包括银行、
信用卡组织、汇款公司、第三方支付公司、科技公司
等，由于涉及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经营主体，走通这个
链条需要合作和时间。三是各国关于支付清算的制
度、规则和监管模式都有一定差异，客观上也会对跨
境支付融通产生影响。

杨涛认为，改善境外来华人员的支付体验很有必
要。作为金融体系的基础设施之一，支付清算是中国稳

步扩大金融领域制度型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
中国移动支付技术的核心竞争力在不断提升，但在很
大程度上仍依托于中国特定的消费环境，“走出去”还
面临很多挑战。如果能够推动外籍来华人员更好适应
移动支付，不仅有助于吸引更多外籍人员来华消费、
旅游、开展商务活动，还在某种程度上能为未来基于中
国特色的移动支付“走出去”奠定客户基础。

探索建立更加长效的机制

“对经常前往中国的外国人，可否提供更便捷的移
动支付宣传方式？”“鼓励更多商户接受外币信用卡支
付”“在使用移动支付的地点配备Wi-Fi热点和临时充
电设备”……在记者采访过程中，一些受访外籍人士
提出建议，对中国进一步优化支付服务政策表达期待。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张青松在此前举行的国务院
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表示，人民银行会同有关部门正在
有序推进各项工作，解决方案可以概括为“大额刷
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

“这是一个综合平衡、切合实际的方案。”中国人
民大学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联席院长赵锡军说，“大额
刷卡”方面，需要配置相应的刷卡 POS机、专用网络
和工作人员，因为涉及成本上升，要探索平台、商家
可接受的、可持续的解决方案。“小额扫码”方面，要
加大推广力度，解决好移动支付中存在的一些堵点和
难点，比如接入方式、信息提供、账户管理、信息安
全等，既要更便利，又要更安全、更合规。“现金兜
底”方面，要在更多城市的景点、宾馆等重点场景增
加外汇兑换点，完善外汇兑换业务。

随着中国支付服务不断优化，一些境外金融服务企
业看到更多进入中国的机会。去年11月，中国人民银行
向万事网联公司核发银行卡清算业务许可证。此前，第
一家中外合资银行卡清算机构为2020年美国运通在中国
设立的连通公司。

招联首席研究员董希淼认为，银行卡清算市场开
放，将推动中国境内支付清算市场更好地遵从国际规
则、提高服务水平、防控金融风险，对于推进金融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具有重
要的现实意义。

“共筑支付便利性包容性的未来，需要付出更多努
力，探索建立起更加长效的机制。”董希淼说，对支付
行业来说，要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加快建设金融
强国的高度，全面加快推进支付领域互联互通，营造
一个开放、包容、多元的支付体系和支付环境，为境
内外人群提供更加便捷、安全、丰富的支付服务。

（彭训文、叶子、康杰、朱嘉乐、张岳怡、张淇、
冯煜雯参与采写）

外籍人士在华支付更便利③

环 球 热 点

海外媒体、外籍人士点赞中国进一步优化支付服务——

“中国展现对外开放温度”
本报记者

近段时间以来，中国相关部门出台一系列措
施，推动移动支付、银行卡、现金等支付方式并
行发展、相互补充。一些海外媒体、外籍人士关
注和点赞中国进一步优化支付服务，认为这有利
于进一步加强中外人文、经贸交流，促进中国高
水平对外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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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中国大陆最大零售店 21
日晚在上海开业，苹果公司首席
执行官蒂姆·库克亲手推开新店大
门迎接中国消费者。

此前一天，库克在上海苹果
中国总部，与比亚迪、蓝思科
技、长盈精密等供应商进行交
流。他说：“对于苹果的供应链来
说，没有比中国更重要的地方了。
苹果将加强与中国供应链伙伴长
期合作关系，在绿色制造、智能制
造方面紧密合作，实现双赢。”

中国是大市场，也是全球产
业循环的“大枢纽”。苹果公司的
200 家主要供应商中有 151 家在中
国生产，这200家供应商占苹果总
采购的 98%。“果链”之于中国，
正是中国供应链韧性千千万万个
故事中的一个。

中国供应链韧性，反映在跨
国公司高管的行程里。

近期，葛兰素史克全球首席
执行官魏爱玛、瑞士雀巢集团首
席执行官马克·施奈德等跨国公司
高管密集到访中国，还有很多高
管新年伊始就把跨国商务访问的

“首站”选在中国。德国大陆集团
执行董事会成员兼汽车子集团负
责人冯贺飞在中国4天的行程里马
不停蹄地飞了京沪渝三座城市，为
了留出更多时间与中国客户对接，
常常把入住酒店选在机场附近。

冯贺飞说：“年产3000万辆汽
车的中国市场可能是当今世界上
竞争最激烈的市场，这也意味着
我们有额外的机会从竞争中脱颖
而出。我们与中国的客户共同成
长，助力他们在本土以及海外的
发展，寻找更多机会。我看到了
一个伟大而繁荣的未来。”

中国供应链韧性，充盈在一
座座智慧、绿色的工厂里。

黑灯工厂、智能工厂、零碳
工厂……一排排机器人和数控机
床忙碌工作，派单、生产、质
检、物流无缝衔接。

中国产业链高效、灵活、韧
性的既有优势，中国“智造”开
始赋能全球供应链。安波福亚太
区总裁杨晓明说：“中国工厂是我
们全球自动化、智能化程度最高
的工厂。现在，安波福连接器全
球生产所用的精密模具，80%来自
上海智能工厂。中国正在实现

‘智能输出’。”
中国供应链韧性，体现在“数实融合”

的产业浪潮里。
在跨境出海服务商飞书深诺总部办公

室，一块块大屏实时跳动着来自海外的市场
“信号”。“借助大数据分析，企业可以知道哪
一款产品谁关注、谁点击、谁有付费意愿、谁下
单了，这个反馈闭环最快‘T+1’就能完成，从
而指导企业更精准完成生产销售。在小批量订
单、快速反应的‘小单快反’模式下，部分外贸
企业上新周期从数十天缩短至一周。”飞书深
诺集团风控副总裁陈国阳说。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积极推进数字
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促进数字技术和实体
经济深度融合”。依托“深度信息链+高效供
应链”的强强整合，中国跨境电商快速崛
起。2023 年，跨境电商进出口达到 2.38 万亿
元，同比增长15.6%，比全国进出口增长速度
高出15.4个百分点。

最新公布的 1-2 月经济数据显示，我国
发展质量不断改善，经济运行起步平稳，延
续回升向好态势。中国经济的强大韧性与活
力，将世界与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红利紧密

“链”接，与中国高水平开放的底气和自信
“链”接，与中国源源不断的发展机遇“链”
接。强韧的供应链里，彰显着无可替代的中
国经济魅力。

（据新华社电 记者姚玉洁、王辰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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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例超声引导下的神经阻滞，首例心脏起
搏器植入术，首例腹腔镜肾癌根治术等……多
项医疗领域“零”突破在加勒比岛国多米尼克
一一实现。这些近年来中多医疗合作的重要
成果正不断拓宽当地民众的“生命通道”。

多米尼克地处东加勒比海向风群岛东北
部，是人口不足 10 万的岛国，医疗条件十分
落后。受益于中多医疗合作持续深化，位于
多米尼克首都罗索的最大医院中多友谊医院

（前“玛格丽特公主医院”） 在2016年至2022
年期间完成了现代化改扩建，同时一批批中
国医疗队从 2018 年开始来到这里，帮助当地
医生提高医术，精心治疗当地患者。

记者了解到，中多友谊医院的前身设施
陈旧、科室不齐，难以满足当地医疗需求。
2016 年，湖南建工集团承建的该医院维修扩
建项目开工，建设者们先后克服登革热疫
情、超强飓风“玛利亚”袭击和新冠疫情等
困难，使项目在2022年8月顺利移交多方。

崭新的中多友谊医院总建筑面积 2.63 万
平方米，配备了核磁共振、X光机、海扶刀等先
进设备。2022年 11月，医院维修扩建项目团队

荣获多米尼克国家杰出贡献荣誉勋章。多总理
斯凯里特日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赞这家医
院是“加勒比地区最先进的综合性医院之一”。

在中多友谊医院，当地心血管医生蕾切
尔·安德鲁告诉记者，3 年前，当地人做心脏
检查还要出国才行，很不方便。在中国援多
医疗队帮助下，2021 年医院首个心血管内科
终于成立。第六批援多医疗队成员、南方医
科大学第五附属医院心血管内科主治医师骆
志鹏说，心血管内科建成后，当地开始规范
用药，新增心脏超声、动态心电图等检测设
备，极大地丰富了诊疗手段。

第六批中国援多医疗队是去年 11 月来到
中多友谊医院的。2018 年以来，先后有数十
名来自心血管、眼科、泌尿外科等领域的中
国医生来到这里。截至目前，他们收治的住
院病人达 3151例，接待门急诊病人 21873例，
开展大小手术 1183 例，抢救各类危急重症病
人478例。他们以仁心仁术治病救人，架起了
中多友谊之桥。

多米尼克没有泌尿科医生。医疗队成
员、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

医师李炳坤现在是多米尼克唯一的泌尿科医
生。他经常需要在凌晨到医院处置一些紧急
病患。“工作很忙很累，但也很有成就感。能
帮当地病人解决病痛折磨，看到他们病愈后
脸上的笑容，我觉得一切都值。”

在眼科，南方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眼
科主治医师鲁志卿和当地医生梅迪纳正在接
诊病人。梅迪纳指着诊室内中国捐赠的光学
相干断层扫描仪和眼压计等设备告诉记者，
这些有助于及时精确评估病人青光眼和眼底
视网膜疾病等常见眼科疾病的情况，可以有
效救治更多病人。

一名 60 岁当地眼疾患者告诉记者，他在
嚼东西时都会流眼泪，这一直困扰着他，在
这里他被确诊得了一种罕见眼疾。但他表
示，“有中国医疗队，有新的设备和药品，相
信眼疾一定会痊愈”。

多米尼克总理斯凯里特日前接受记者采
访时表示：“正是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推
动下，中多深化医疗合作，我们的医疗服务
质量才得到了显著改善。”

（据新华社电 记者赵凯、吴昊、王朝）
图为3月24日在美国华盛顿拍摄的樱花。 新华社/法新

中国与多米尼克——

医疗合作拓宽当地民众“生命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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