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公報記者 任芳頡北京報道

「開通跨境支付不僅便利外國客人在華消費，對我們營收也有很大幫助。」 「支付太
便捷，再也不用換零錢」 「我第一時間告訴了我的外國朋友，有小姐妹計劃暑假

來華」 ……近日，北京藍色港灣成為全國首個 「入境消費友好型商圈」 ，
中外商家、遊客對此讚不絕口。同時，多家境內外支付企業、銀行、主流
商圈和服務業機構代表發起了 「入境消費友好型商圈共建計劃」 ，將在未
來6個月內，把共建入境消費友好型商圈的 「北京經驗」 推廣到全國主要
城市，共同提升境外人士來華消費體驗。

4月8日， 「入境消費友好型商圈共建計劃」
正式啟動，螞蟻集團、網聯清算有限公司、收錢
吧、滴滴出行以及各行業主體參與其中。此外，
還有包括巴基斯坦的NayaPay（納雅貝支付）在
內的11個用Alipay+跨境服務的境外電子錢包。當
日，藍色港灣入選朝陽區支付服務示範街區，也
成為全國首個 「入境消費友好型商圈」 代表。

支付便捷 跨國購買力更強
入境中國的第一天，巴基斯坦遊客冉納在藍

色港灣商圈尋找銀行網點，計劃兌換部分人民幣
現金用於後續消費。冉納注意到了商場一樓設置
的雙語服務台。 「本來是想問問在哪裏可以兌
換現金，沒想到在溝通後對方告知我，現
在外國人來中國，都可以通過支付寶或
者老家的電子錢包消費，我一眼就在
指示牌上看到了我們巴基斯坦的
NayaPay（納雅貝支付），而且雙
方能夠通過英語溝通，也讓我更快
地弄清楚了支付流程。」 在工作人
員的指引下，冉納很快便完成了前序
認證操作並熟悉了支付流程。通過這
一支付方式，冉納絲滑地在商圈完成多

次消費。
記者12日探訪北京藍色港灣商圈看到，幾乎

每家店門外都貼着一張藍色的數字支付指南，各
家店舖前台顯眼處也擺放有多個英文提示牌，提
示指導外籍遊客如何綁定Visa國際卡或境外電子
錢包進行移動支付。 「這是商場統一開通的，國
外友人來這邊消費可以直接刷外卡，不用再通過
現金或者微信支付寶支付了。」 某家健身館店長
李先生指着擺在前台的便利外籍顧客的消費指南
和立牌，他告訴大公報記者，經常有外國客人在

店裏運動，之前外國客人到店消費更多
的是使用現金，但現金支付特別不便，

也會直接影響外國遊客的消
費意欲。

「可用你的本國錢包掃碼支付」
一家飾品店工作人員對大公報記者表示，藍

色港灣這邊的商場有很多外國顧客，現在支付便
利，更便於大家去消費。這一舉措，讓商
家在家門口就能做好 「跨國生意」 。藍

色港灣商圈總經理張曉飛表示，支付便捷度是營
造消費友好體驗的重要一環，目前商場所有商戶
的收銀台前都有顯眼的 「可用你的本國錢包掃碼
支付」 的英文提示，部分服務員還能用英文交
流。

作為列支敦士登國家博物館駐亞太區總代
表、列支敦士登國家郵政駐亞太區總代表，

Cynthia Li十年來數次來華工作出差。她向
大公報講起之前來華支付不便的窘境：沒
有微信支付寶、不能刷卡支付、不收現
金……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裏，她與
同事都面臨過這些問題，甚至有些
同事、朋友因此減少甚至取消了來
華出差或旅遊的計劃。她說： 「北
京開通了境外支付，我把這個好消
息群發給國外的朋友們，他們都
很開心，還有小姐妹已經計劃
暑假來中國旅行了。」

外 包 內 用
操作模式：

•直接使用境外下載的支付寶
APP掃支付寶二維碼

服務範圍：
•韓國、新加坡、泰國、馬來

西亞、蒙古、巴基斯坦、
中國香港、中國澳門

的支付寶APP

外 卡 內 綁
操作模式：

•下載支付寶APP後綁定境外銀
行卡

服務範圍：
• 支 持 五 大 卡 組 ， 支 持 Visa、

Mastercard、JCB、DinersClub、
Discover等主流卡組，服務
了來自200個國家和地區

的境外遊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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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模式：
•在主要商旅城市推出以重點商圈為核
心的入境便利支付服務提升行動，境
外遊客無需下載支付寶，使用本國支
付APP即可掃碼支付

服務範圍：
• 巴 基 斯 坦 納 雅 貝 支 付

（NayaPay）在內的的11
個全球電子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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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單Y變雙Y港珠澳橋可望接深圳
【大公報訊】記者方俊明珠海報道：珠海市自

然資源局近日公布《珠海市國土空間近期規劃
（2021-2025年）》草案公示顯示，規劃在綜合交
通體系中，作為 「三橋」 之一的港珠澳大橋可望 「政
策突破，連通深港」 。這被解讀為港珠澳大橋 「單
Y」 （一橋連港珠澳）可望變身 「雙Y」 （一橋連港
深珠澳）有了新進展。其實，廣東省政府官網在
2021年發布《廣東省綜合交通運輸體系 「十四五」
發展規劃》亦提出， 「研究深圳經港珠澳大橋至珠
海、澳門通道，更好發揮港珠澳大橋作用」 。

港珠澳大橋建成通車以來，其使用率一直備受
關注。據港珠澳大橋邊檢站統計數據，在剛過去的復
活節和清明節假期，經大橋珠海口岸出入境的客流車
流累計超過100萬人次和17萬輛次，日均超過10萬人

次和1.7萬輛次，同比增長均超過一倍。邊檢部門預
計，大橋在即將到來的 「五一」 假期還將迎來新一波
「北上熱」 ，客流車流有望再創新高。

支線銜接有待粵港澳磋商
港珠澳大橋 「單Y」 變 「雙Y」 ，進一步提升大

橋效益等話題，也在內地交通業界引熱議。廣東相關
交通部門負責人曾對記者透露，據初步設想規劃，可
望從深圳前海引出支線銜接香港大嶼山的港珠澳大
橋；但該支線的具體線路或可行性仍有待粵港澳三方
進一步研究磋商。而大橋 「單Y」 變身 「雙Y」 ，在
提升大橋使用率與效益的同時，有利於打造粵港澳大
灣區樞紐集群，進一步促進珠江東西兩岸的互聯互
通。

《廣東省綜合交通運輸體系 「十四五」 發展規
劃》明確 「加強與港澳交通銜接」 ，提出 「研究深圳
經港珠澳大橋至珠海、澳門通道，更好發揮港珠澳大
橋作用」 。這是港珠澳大橋建成運營後，首次將新
「雙Y」 研究正式列入廣東省政府相關規劃文件。而
時隔三年，今次《珠海市國土空間近期規劃
（2021-2025年）》草案公示又提出港珠澳大橋可
望 「政策突破，連通深港」 ，被相關人士認為是 「從
省到市，終於迎來實質性進展」 。

中山大學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教授鄭天祥曾對
大公報記者建議，目前粵港澳三地可先就港珠澳大橋
「單Y」 變 「雙Y」 的接駁支線通道設計、走向等進
行討論與論證工作，從成本與效益等方面綜合考慮與
磋商，期待此舉能更好發揮港珠澳大橋作用。



▲大公報持續關注港珠澳橋「雙Y」方案最新動態。
這是大公報2021年10月4日頭版報道相關消息。

京消費友好商圈老外絲滑支付
我把好消息告訴朋友們，有小姐妹已計劃暑假來華

灣事通一站式服務
外國客暢行無阻

今年以來，
越來越多的境外旅客

選擇來內地遊玩或進行
商務活動，除了北京以外，

上海、廣州和深圳等城市正密集
部署便捷的跨境支付方式，滿足來華

人士需求。這些城市通過推廣境外銀行
卡綁定二維碼支付等手段，不僅提升了城市

國際化形象，還幫助當地商家在本地開拓全球
生意。不少來華外國遊客表示感受到了更便捷

的消費體驗，並希望這種便利進一步推廣
到各行業和各地區。

2024春季廣交會開幕在即，為進一
步便利廣大境外人士在粵活動，支付寶
「灣事通」 （Onestop）綜合服務平台已

於近日上線 「境外人士數字便利化服務專區」
（簡稱 「服務專區」 ），該專區為來粵境外人士
打造 「支付通、出行通、生活通、政務通」 的一
站式優質服務體驗，同時支持16種語言翻譯，
讓境外用戶使用更順暢、便捷。

為更好地為來粵客商在商貿洽談、參加展
會、文化交流、觀光旅遊等方面提供便利，服務
專區提供 「出行碼」 ，廣州全市地鐵、公交均可
「一碼通行」 ，並拓展至廣東21個地市公交和
地鐵，以及香港公交地鐵應用。日常生活方面，
專區為境外人士打造全鏈條、優質便捷 「生活
包」 ，一站式提供包括購買內地電話卡及換匯、
地圖、打車、訂酒店、訂車船機票、外賣、快
遞、景區、購藥、電影、郵寄等近30項雙語優
質服務。同時，配套雙語智能客服、熱線電話、
優惠禮包等專屬服務。

大公報記者任芳頡、李紫妍

一碼通行

◀北京藍色港灣商圈各
家店舖前台顯眼處擺放
多個英文提示牌。

大公報記者任芳頡攝

支付寶綁定外卡 無縫消費
隨着人員交流日益頻

繁，境外遊客在中國的消
費需求不斷上升。近期隨着 「入境消費友好型
商圈共建計劃」 的發起，以重點商圈為核心的
入境支付便利服務進一步優化，提升遊客來內
地消費體驗。

已服務200國家和地區遊客
據悉，目前使用支付寶App支持綁定Visa、

Mastercard、JCB、DinersClub、Discover等
銀行卡，已服務了來自200個國家和地區的境
外遊客。通過螞蟻集團的Alipay+數字跨境支付
和營銷解決方案，共有11個來自中國香港、中

國澳門、韓國、新加坡、泰
國、馬來西亞、蒙古、巴基斯坦
等境外地區的 「支付寶」 可以在境內
無縫便利消費。

螞蟻集團全球業務服務部總經理薛竑
彥透露，3月份境外賓客通過支付寶在境
內的累計交易金額同比增長近10倍，這
一顯著的增長反映了境外賓客對中國電子支付
系統的廣泛接受和積極使用。這一變化不僅
展示了中國電子支付市場的快速發展，也
表明了中國在推動國際支付便利化方面取
得的顯著成效。

大公報記者任芳頡

落地可用

▼巴基斯
坦遊客冉納
在北京藍色港灣
使用本國錢包掃
碼消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