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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因素
驱动互联互通

互联互通的现实意义并不仅局限在互

联网领域。 如果回顾铁路、 航空、 电信等

行业的发展历史， 我们会发现尽管驱动因

素或许各不相同， 但这些行业都曾经历了

一个 “拆篱笆” 的过程———从早期的割据

与封闭， 逐步向互联互通转变。

伏啸先以航空业为例说明。 受技术、

资本等方面的局限， 各国航空公司在刚起

步时， 运营的网络自然就是分割的， 无法

做到覆盖整片国土， 消费者出行往往需要

搭乘多家航司的航班。 自上世纪 70 年代

开始， 美国国内航线首先出现了以 “代码

共享” 为代表的航司间的合作协议， 即由

一家航司营销由另一家航司实际运营的航

班 ， 乘客全航程只使用一家航司的航班

号 ， 以达到无缝衔接 。 对于航空公司而

言， 加强合作不仅可以在避免投入巨额成

本的情况下完善航线网络 、 扩大市场份

额， 而且可以越过某些相对封闭的航空市

场壁垒。 对于旅客而言， 则可以享受到更

加便捷、 丰富的服务， 比如更多的航班和

时刻选择、 一体化的转机服务、 优惠的票

价、 共享的休息厅以及常旅客计划等。

如今， “代码共享” 已经成为全球

航空业通行的合作方式。 伏啸表示， 由于

不同航空公司的航班网络可以相互补充，

于是有较强的动机去实现较高程度的互联

互通， 这种 “自发性”， 本质上是由消费

者的需求特征所驱动的。

而对于早期电信业来说， 互联互通的

实现就是另一种情况了。 上世纪末， 移动

电话开始在美国普及， 当时一些固定电话

的运营商采取了屏蔽移动电话接入的策

略， 通过 “抗拒” 互联互通来增加消费者

使用移动电话的成本。 这些做法引发了较

大争议， 美国市场监管机构最终做出仲裁

来禁止此类行为。 不难发现， 固定电话和

移动电话两者之间虽然也存在一定的互补

性， 但更主要的是存在比较紧密的竞争替

代关系， 这导致部分固定电话运营商倾向

于拒绝互联互通， 使得相关监管部门需要

做出规制。

庞大生态圈
“圈”住了谁

视线再转回当下国内平台经济的发展

情况 ， 头部平台企业之间对于 “互联互

通” 可能有着更为复杂的考量。 “如果光

看表面 ， 微信 、 淘宝 、 抖音等 App 满足

的是用户不同方面的需求， 互相都无法替

代， 也就不存在直接竞争关系， 似乎并无

动机屏蔽对方链接。” 伏啸表示， “但伴

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 大平台不断谋

求跨界经营， 将不同市场、 不同性质的产

品和服务聚合在一个或数个 App 中 。 一

旦大平台围绕自身核心业务构建起 ‘生态

圈’， 就可能有动机封锁用户， 达成流量

割据和数据闭环。”

过去互联网巨头在支付领域各自建立

护城河， 动机似乎也不难解释。 “即时通

信软件限制用户分享网址， 实质上是对用

户私人通信内容加以约束， 于情于理都不

太合适， 被针对的平台也能通过增加用户

的操作步骤， 来绕开链接屏蔽。” 伏啸表

示， 但支付领域限制互联互通， 情况更为

复杂， 一方面， 从技术上来说， 平台可以

通过不开放 API 接口， 完全屏蔽第三方支

付服务的接入； 而另一方面， 平台也容易

提出一些正当性理由 ， 例如出于支付安

全、 信用保障、 服务质量和便利程度等方

面的考量， 一定程度上也能得到消费者和

商户的认可。

总体而言， 伴随着平台经济的快速发

展， 互联网生态近年来却逐渐背离 “开放

和兼容”， 在个别领域甚至走向了 “封闭

和垄断”， 阻碍了数据的有序流动与用户

的自由选择。

不要让“篱笆”

越扎越牢

“对于互联网互联互通问题的探讨早

已在进行， 而近期监管部门的密集行动，

更是引发了一波强烈的关注。” 伏啸认为，

监管部门将平台生态开放共享、 促进公平

竞争作为价值导向， 不要让 “篱笆” 越扎

越牢。

在 9 月 13 日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

会上， 工信部新闻发言人、 信息通信管理

局相关人士表示 ， 监管部门要求在 9 月

17 日前 ， 各互联网平台必须按标准解除

屏蔽， 否则将依法采取处置措施。

今年 7 月， 工信部启动为期半年的互

联网行业专项整治行动。 行动聚焦扰乱市

场秩序、 侵害用户权益、 威胁数据安全、

违反资源和资质管理规定等四方面八类

问题， 涉及 22 个具体场景。 在扰乱市场

秩序方面 ， 重点整治恶意屏蔽网址链接

和干扰其他企业产品或服务运行等问题，

包括无正当理由限制其他网址链接的正常

访问、 实施歧视性屏蔽措施等场景。

针对专项治理行动， 国内互联网巨头

纷纷给出了回应。 阿里巴巴集团董事会主

席兼首席执行官张勇公开表示， “平台之

间的大循环能产生的社会价值， 一定远远

大过在单一平台内的小循环。 对中小企业

而言， 解除外链屏蔽能降低流量费用， 有

利于降

低经营成本 ， 带来

更好的经营便利 ； 对

消费者而言， 则有助于提升生活便利度。”

字节跳动则回应称， “保障合法的网址

链接正常访问， 是互联网发展的基本要求，

事关用户权益、 市场秩序和行业创新发展。

我们呼吁所有互联网平台行动起来， 不找借

口， 明确时间表， 积极落实， 给用户提供安

全、 可靠、 便利的网络空间， 让用户真

正享受到互联互通的便利。”

腾讯总裁刘炽平针对互联互通的问

题也表示， 腾讯的目标是让每个人、 中

小型企业和商家能够公平地直接与用户

产生联系， 提高效率， 但不同平台间的

打通是非常复杂的问题。

事实上， 从全球各主要经济体的实

践来看， 反垄断、 知识产权保护和创新

的有机结合仍在实践与探索之中， 有不

少新问题尚待加强研究。 但可以肯定的

是， 对于推进互联互通， 头部平台应比

中小微平台承担更多的义务， 未来也将

受到更严格的监管。

创造更有利于
创新的环境

需要指出的是， 互联互通可以分为

不同的层次 ， 包括链接互通 、 API 互

通、 数据互通， 乃至业务互通等。 越往

深层次发展， 就越会有更多复杂的问题

需要得到充分解答， 包括互联互通的适

用条件与执行标准、 如何确保数据不被

滥用、 监管手段和自律机制如何有效结

合， 未来仍需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

在伏啸看来， 数据已经成为生产要

素的一部分， 关于用户偏好和行为特征

的实时数据， 为企业了解需求提供了重

要线索， 在与人工智能科技和大数据算

法深度融合后， 数字化更是为平台企业

未来开发新业态、 新模式提供了无限可

能性， 积累、 维护和分析数据的能力也

就成为平台企业的一项关键能力。 “对

于大平台而言， 海量的用户数据好比是

金矿， 但光靠一己之力去挖掘可能 ‘心

有余而力不足’， 因此平台本身也会有

一定的内在动力， 开放链接或者把数据

脱敏后提供给第三方使用， 可能会要求

收取一些 ‘渠道费’ 或 ‘引流费’。” 伏

啸指出。

伏啸认为， 在此背景下， 监管部门

在实践中可以着眼于特定的网络生态系

统， 对市场参与者的议价谈判能力以及

如何促进或阻碍数据流动有一定的理

解， 在必要的时候对解除链接屏蔽的合

理价格 、 附加条件 、 有效时间和数量

等给予较为明确的行政指导， 既不能

因过于苛刻的交易条件而迟滞实现互

联互通的进程， 同时也注意避免削弱

头部平台未来继续投资开发与维护

高价值渠道的积极性。

有评论认为 ， 互联互通将为

互联网行业带来 “中国互联网十年

未有之大变局 ” 。 “可以预见的

是 ， 在不远的将来 ， 人工智能 、

大数据 、 新一代通信等高

科技领域很有可能

会孕育出新的龙

头企业 。 ” 伏啸

表示， “我们有

理由相信 ， 在

监管部门和学

界 、 业界的共

同努力下 ， 推

进平台互联互

通最终会形成

科学合 理 且 具

有可操作性的解

决方案， 加强数

据的有序流动也

将能优化数据资

源 的 跨 平 台 配

置， 促进社会创

新和可持续发

展。”

■本报记者 唐玮婕

主编/朱伟 whjjb@whb.cn

支付互联互通，拆掉巨头们的篱笆

“互联互通” 正在成为一

个引爆点， 触发国内互联网

行业掀起史无前例的变革 。

就在最近， 支付领域向前迈

出了一大步： 阿里巴巴、 腾

讯、 银联纷纷宣布深化互联

互通， 微信支付、 支付宝各

自都与云闪付愉快 “牵手”，

阿里巴巴旗下的应用也有了

接入微信支付的迹象。

在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应

用经济学系讲师伏啸看来 ，

近期一系列的监管举措正在

促使互联网巨头逐步打破生

态圈的边界， “头部平台的

‘篱笆 ’ 不能越扎越牢 ， 而

是要创造出更有利于创新和

可持续发展的市场环境， 避

免数据被封锁在一个个 ‘信

息孤岛’ 中”

在淘宝“剁手”，用微信买单？

在淘宝上用微信支付 ？ 梦总是
要有的。

最近一段时间 ， 支付领域互联
互通的步伐正在不断加快 ， 微信 、

支付宝接连宣布 ， 与银联云闪付
深化互联互通 ， 阿里巴巴旗下应
用与微信支付也有了 “曲线 ” 连
接的迹象

 最新进展

阿里腾讯银联
深入互联互通

9 月 30 日， 微信发布声明称， 为促进

支付服务市场发展， 基于用户交易安全与

互信可靠的合作， 腾讯微信支付正与银联

云闪付在支付、 服务两个层面推进更深入

的互联互通。

在支付互通上， 微信支付已与银联云

闪付 App 正式实现线下条码的互认互扫 ，

用户可于全国省会城市通过云闪付 App 扫

描微信收款码完成支付。 而在服务互通方

面， 云闪付 App 全面支持 Q 币 、 QQ 音乐

和腾讯视频的充值服务， 微信小程序逐步

支持云闪付支付， 首批上线包括微信读书、

腾讯视频、 猫眼、 京东、 步步高、 瑞幸等

小程序的部分场景， 该能力已于 9 月 22 日

启动灰度测试。

腾讯微信支付与银联云闪付已经进行

了长期的开放合作探索， 为此次加速深化

互联互通打下坚实基础。 此前， 双方共同

推进财付通 、 银联与建行 、 中行 、 交行 、

平安、 中信等多家银行的合作， 实现了手

机银行 App 扫描微信收款码的支付功能。

接下来， 微信支付将继续秉承开放态

度， 以安全为底线， 积极拓展更多支付合

作场景， 为用户提供更安全便捷的支付服

务， 助力推动支付产业高质量发展。

两天之后， 支付宝也在自己的官方微

信号上， 发布了与中国银联互联互通的工

作进展， 称为了给用户带去更多元、 便捷

的支付体验 ， 正在与中国银联开展合作 ，

在安全有序的原则下， 推动线上、 线下多

场景支付互联互通。

今年 8 月， 支付宝已完成接入银联云

闪付的技术研发， 并逐步开放线上支付场

景 。 第一步开放的交易场景是淘宝平台 ，

目前淘宝 85%商铺已经支持消费者通过云

闪付付款。 安装云闪付 App 的用户， 在淘

宝购物提交订单后， 即可在支付宝收银台

直接选择 “云闪付” 支付。

同时， 支付宝与中国银联在 2020 年开

始基于条码互联互通业务展开密切沟通和

探索， 并在 2020 年底完成试点验证后逐步

推广， 目前已在北京、 天津、 广州、 深圳、

成都、 重庆、 西安等全国多个城市实现收

款码扫码互认， 计划明年 3 月份覆盖全国

所有城市。

此外， 支付宝携手银联共同推动完成

了与工行、 建行、 中行、 交行、 招行、 中

信等 23 家银行和机构的开放合作， 支持云

闪付 App 及各银行、 机构 App 扫描支付宝

收款码的支付功能。

支付宝表示， 开放共享是数字化发展

的基本精神， 未来将围绕用户需求， 进一

步优化用户体验， 加快开放力度， 开拓更

多支付合作场景， 助力构建开放共享的数

字生态。

  正向效应

从多样化数据中
挖掘商业红利

最近几个月来， 监管信号的密集释放，

拉开了互联网平台互联互通的序幕。

7 月 26 日， 工信部开展互联网行业专

项整治行动， 将屏蔽网址链接列为重点整

治对象 。 9 月初 ， 工信部召开 “屏蔽网址

链接问题行政指导会”， 要求从 9 月 17 日

起， 各平台必须按标准解除屏蔽。 9 月 13

日， 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 工信部部长

肖亚庆在回应互联互通问题时称， “安全

是底线。” 工信部新闻发言人、 信息通信管

理局局长赵志国表示， 网址屏蔽是重点整

治的问题之一 ， 要求企业按照整改要求 ，

务实推动分步骤、 分阶段得到解决。

目前， 互联网巨头最先启动的就是支

付领域的互联互通， 一系列重大进展接连

落地。

作为一项重要的金融基础设施， 支付

既可以建立用户基础账户， 又能掌握数据，

对于大平台而言， 还能实现业务闭环。 因

此， 支付产品目前基本是各大互联网平台

的标配 。 随着支付互联互通时代的到来 ，

机构之间打破壁垒、 相互开放支付接口是

必然趋势。

事实上， 互联互通会带来不少正向效

应。 对于用户而言， 最明显的就是支付的

便利性大大提升。 对于商家而言， 则可以

降低市场进入门槛， 突破单一平台流量瓶

颈， 打破获客困境， 降低跨平台运营成本。

对于平台来说， 支付领域的互联互通

还得克服利益的小算盘。 过去支付环节是

平台之间形成壁垒的基石———互联网巨头

通过挖掘各自支付大数据的金矿， 为用户

画像 ， 进而提供更为个性化的增值服务 ，

打开更广阔的商业空间， 构建起各自的护

城河 。 但打通数据也会带来更多的可能 ，

比如从多样化的数据中挖掘更多商业红利，

提升整体运行效率。

人民银行早已明确推动支付行业互联

互通， 并在 2019 年 9 月发布的发展规划中

提出， 推动条码支付互联互通， 研究制定

条码支付互联互通技术标准， 统一条码支

付编码规则、 构建条码支付互联互通技术

体系， 打通条码支付服务壁垒， 实现不同

App 和商户条码标识互认互扫 。 在业内人

士看来， 这其中的关键一步还要看支付宝、

微信支付的互扫互认， 厘清数据归属、 利

润分配等问题。

目前， 阿里巴巴和腾讯两大巨头已经

亮出了互相开放部分场景支付接口的动

作， 但状态依然 “胶着”。 近日有消息称，

阿里巴巴旗下饿了么、 优酷、 大麦、 考拉

海购、 书旗等应用均已接入微信支付， 淘

特、 闲鱼、 盒马等 App 也已申请接入微信

支付， 正在等待微信审核。 淘特还喊话微

信 ， 称目前只能以 “微信扫码 ” 支付 ，

“曲线 ” 连接 ， 希望能尽快与微信支付实

现 “直连”。

阿里方面表示， 正积极进行技术筹备，

将以用户体验为导向， 以安全为底线， 分

阶段 、 分步骤实现接入多种支

付方式。

专家视角

■本报记者 唐玮婕

背景报道

头部平台的“篱笆”不能越扎越牢，而
是要创造出更有利于创新和可持续发展的市
场环境，避免数据被封锁在一个个“信息孤
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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