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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发展趋势

发展现状

发展背景

➢ 线下收单业务伴随线下支付方式的演变应运而生，是非现金支付链条上的重要一环。

➢ 伴随着非现金支付市场的爆发式增长，线下收单市场快速扩张，2020年步入转型期。

➢ 在居民消费提升、移动支付普及的洪流中，线下收单行业依靠庞大的中小微商户需求蓬勃发展，并借由条码支

付通道向下沉市场蔓延。

➢ 与起步较早的外国市场不同，中国线下收单业务成本低、效率高，构建了一张独具中国特色的线下收单服务网。

➢ 未来线下收单市场将走下分化，银行低费率策略撬动价格敏感型商户，第三方收单机构将依托产品质量与服务

优势拓展潜力型商户。

➢ 线下收单机构可通过股权投资替代债券融资，为优质商户在资金周转、企业经营支持等多方面提供重要支持。

➢ 线下收单机构还可通过输出企业画像、商家信用分等内容，为商户关联的其他企业提供数据服务。

➢ 随着DCEP 的推广，监管打击收单市场中套现、洗钱等违规业务的行动将更加高效，线下收单市场或将挤压出

更多转型空间，支付产业链的运行规则或将获得进一步优化。

线下收单机构角色转型现状：

➢ 角色转变的商业逻辑：从产业链分润模式来看，单纯的线下收单业务可获利润微薄，断直连及备付金全额上缴

等措施进一步挤压盈利空间。从企业优势来看，线下收单机构具有产业互联网基因，且占据2B服务的入口侧优

势，通过与其他企业服务供应商合作，可打造自身在商户服务升级方面的特殊名片。

➢ 依托于“支付+”业务的角色转型：面对转型压力，线下收单机构大多变身为企业数字化服务提供商，依托

“支付+”业务，主要从人、货、场、资等多方面为商户提供数字化服务。“人”指用户，收单机构以“支付

+营销获客”，帮助商户开展聚合营销。“货”指进货出货，收单机构以“支付+货品供应”，为商户打造全

渠道供应链体系。“资”指资金，收单机构基于交易数据沉淀，协助中小微商户提升贷款融资成功率。

线下收单行业市场发展现状：

➢ 线下收单市场总交易规模已突破60万亿，条码收单交易份额持续升高，2020年占比超过20%。

➢ 从各级城市线下收单市场占比来看，基于下沉市场的业务拓展仍然是线下收单行业未来的主要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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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综合企业访谈、市场公开信息，艾瑞研究院自主研究整理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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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下支付方式演变逻辑从未改变
线下收单业务在线下支付方式的演变中应运而生
自古以来，支付手段都以便捷化为目标、由笨重到灵活演进。2010年以前，银行卡与现金“两分天下”，各自切分了大额

批发和小额零售的消费支付市场。2010年后，移动支付进入迅猛发展阶段，由此衍生的条码支付及NFC支付逐步占领线下

交易市场，替代现金成为线下支付场景中的常见交易模式。如今，依靠生物识别、机器视觉等技术实现的智能识别支付手段

正悄然兴起。未来支付手段可能脱离支付载体，用户可依靠生物特征或所有物品专属标识实现支付，非现金支付也将占据线

下消费场景的主体交易模式。随着非现金支付市场的发展成熟，产业链分工趋于细化，线下收单业务作为非现金支付商业链

条上的重要一环，将发挥愈加重要的市场推动作用。

线下支付演变过程

1949 1993 2010 2019 未来

现金支付

现金货币自建国以来便

伴随中国支付体系存在。

在建国初现金票证并行

期之后，现金替代票证

成为标准化支付手段。

银行卡支付

1993年，金卡工程启

动拉开我国电子支付市

场的序幕。银行卡支付

通过一张芯片卡替代了

大额现金支付中的钞票。

智能识别支付

未来支付场景中，可通过个

体生物要素或其他识别要素，

在各类场景提供恰当的场景

植入，实现去app、去收银

台、免调出的支付体验。如：

车牌识别缴费、扫脸支付等。

移动支付

2010年，支付宝首次推出支付

用途二维码 ,开创条码支付市场。

2016年，苹果、三星打开中国

NFC市场。移动支付通过智能手

机打破银行卡与现金的支付业二

分格局，中国支付进入新纪元。

现钞 传统POS 二维码立牌、智能POS 人脸识别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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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下收单与非现金支付协同增长的十年
线下收单伴随非现金支付增长而扩张, 2020年步入转型期

来源：综合中国人民银行，中国支付清算协会披露信息，艾瑞研究院自主研究整理绘制。

©2021.2 iResearch Inc.                                                                                                                            www.iresearch.com.cn

我国非现金支付交易规模在2010-2020年内实现了飞速增长，复合增长率达15.4%，预计2020年将突破3790万亿元。作为

非现金支付链条中紧密衔接的一环，线下收单伴随非现金支付规模的增长而迅速扩张。虽然“收单”这一词条对群众而言相

对陌生，但其发展历程已相当悠久。早期收单市场为银行所垄断，收单机构仅通过POS业务拓展市场。随着移动支付在消费

端的普及发展，收单业务已成为当前商户的必需服务之一。行业快速发展也衍生了一系列违法违规现象，如套现、二清机等。

为引导行业长期健康发展，自2017年起央行通过“直连切断、备付金上缴”等手段持续收严管制，收单机构依靠备付金利息

实现资产增值的经营路径失效，盈利增长面临巨大考验，收入结构调整已成大势所趋。

2010&2020年非现金支付市场交易规模 2010-2020年中国收单市场发展脉络

905.2 

3790.0 

2010 2020e

CAGR：15.4%

起步期 爆发期 冷却期 转型期
2010

90年代初期，银行以传

统POS拉开收单市场发

展的序幕。银联的诞生

实现了银行卡跨区、跨

行、联网通用，专业化

收单机构随之出现。他

们作为发卡行代理机构，

负责机具布放、维护、

商户拓展、培训等事务。

线 下 收 单 市 场 与 银 行

POS刷卡业务相互依存。

2020

央行颁布《非金融

机构支付服务管理

办法》放开收单市

场，认同非金融机

构进驻支付领域，

并对第三方收单机

构实施牌照化管理。

以支付宝、微信为代表的二维码支付业务兴起，为收单业务打开新的市场版图。

“支付+”推动收单行业

业务延展，为遏制市场乱

象，央行开展了整顿工作。

此 前，央行已通过发布

《关于加强银行卡收单业

务外包管理的通知》，严

打市场内“二清”等违规

现象。同时，央行通过成

立网联公司切断了非银支

付机构与银行的直连清算

模式，并要求支付机构的

备付金全额上缴。

2020年初，支付机构备

付金正式完成全额缴存。

过去以备付金利息作为盈

利增值重要手段的收单公

司经营活动受到较大影响。

以这一时间节点为转折，

收单市场步入行业转型期。

收单企业能力输出从单一

的收单服务向协助线下中

小微商户数字化升级转变。

商 家 安 装
智 能 POS
热 度 上 升 ，
为 “ 支 付
+” 发 展
打 下 基 础。

单位：万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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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下收单市场驱动因素(1/4)
消费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日益提升，成为经济稳定运行的
“压舱石”，带动支付领域攀升
从三大需求占GDP比重来看，自2011年起总消费已超过贸易净出口及总投资加和，成为吸收国民经济总产出的主要需求，

是中国经济稳定运转的压舱石。2019年，实际居民消费支出达31万亿，较2011年增长了93.8%，对实际GDP的贡献率也由

2011年的39.8%增长至47.1%。一方面，居民消费作为总消费支出的主体组成部分，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日益提升。另一

方面，实际居民消费提升为支付服务业创造增长新机遇，带动支付领域攀升。此外，2019年以支出法核算的实际GDP达79

万亿，较2011年增长了71.7%，年复合增长率7.0%。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为支付领域的市场参与者提供了巨大商机。

来源：综合国家统计局数据，艾瑞研究院自主研究绘制。
注释：报告所列规模历史数据和预测数据均取整数位（特殊情况：差值小于1时精确至小
数点后一位），已包含四舍五入的情况；增长率的计算均基于精确的数值进行计算。

来源：综合国家统计局数据，艾瑞研究院自主研究绘制。
注释：报告所列规模历史数据和预测数据均取整数位（特殊情况：差值小于1时精确至小数点
后一位），已包含四舍五入的情况；增长率的计算均基于精确的数值进行计算。
以居民消费对实际GDP的贡献率考量居民消费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贡献率= 消除价格变动
因素后的本年度实际居民消费增量 ∕ 本年度以支出法核算的实际GDP增量。
实际GDP以2010年为基期核算。

2010-2020年中国最终消费支出占
以支出法核算的中国GDP比重

2011&2019年消除价格变动因素的实际居民消费
及以支出法核算的中国实际GDP

16

31

46

79
39.8%

47.1%

2011 2019

消除价格变动因素后的实际居民消费（万亿元）
以支出法核算的实际GDP（万亿元）
实际居民消费对实际GDP增长的贡献率（%）

49.3% 50.6% 51.1% 51.4% 52.3% 53.7% 55.1% 55.1% 55.3% 55.8% 54.3%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e

最终消费支出占GDP比重 资本形成总额占GDP比重

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占GDP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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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下收单市场驱动因素(2/4)
移动互联网普及促进移动支付推广、用户渗透率提高，移动支
付从需求侧撬动线下收单服务业发展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底，中国手机网民规模已达8.8亿，较2014年上涨57.1%，占总人口比重达

62.6%。预计2020年中国手机网民规模将突破9亿人。移动互联网的深度覆盖改变了中国居民的生活模式，加速了居民日常

生活数字化的步伐，也为中国移动支付的发展也奠定了坚实基础。2019年，中国移动支付用户规模达7.7亿人，市场渗透率

达87.2%。与2014年相比，移动支付用户规模上涨了250%，年复合增长率达28.5%，预计2020年移动支付用户规模可达8.2

亿。移动支付改变了中国居民消费支付习惯，提升了消费者对支付环境中各类新技术试行的包容度与积极性。由此，商户依

靠创新支付技术提升用户体验的“新零售”模式迅速推广开来，移动支付也从需求侧撬动了整个线下收单服务市场的发展。

来源：CNNIC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调查统计，国家统计局， 艾瑞咨询建模测算。
注释：报告所列规模历史数据和预测数据均取整数位（特殊情况：差值小于1时精确至小
数点后一位），已包含四舍五入的情况；增长率的计算均基于精确的数值进行计算。

来源：CNNIC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调查统计，国家统计局，艾瑞咨询建模测算。
注释：报告所列规模历史数据和预测数据均取整数位（特殊情况：差值小于1时精确至小数点后
一位），已包含四舍五入的情况；增长率的计算均基于精确的数值进行计算。
移动支付用户渗透率指移动支付用户数占手机网民规模的比例。

2014-2020年中国手机网民规模 2014-2020年中国移动支付用户规模与用户渗透率

5.6 
6.2 

7.0 7.5 
8.2 

8.8 9.2 40.7%
45.1%

50.6%
54.0%

58.8%
62.6% 65.8%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e

中国手机网民规模（亿人） 手机网民规模占总人口的比例（%）

2.2 

3.6 
4.7 

5.3 
5.8 

7.7 
8.2 

39.0%

57.7%
67.0% 70.3% 71.1%

87.2% 89.2%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e

中国移动支付用户规模（亿人） 移动支付用户渗透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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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下收单市场驱动因素(3/4)
庞大的中小微商户业务需求奠定线下收单市场蓬勃发展的根基

来源：根据国务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局、国家统计局、官方发言稿披露及艾瑞咨询建模核算，艾瑞研究院自主研究整理绘制。
注释：报告所列规模历史数据和预测数据均取整数位（特殊情况：差值小于1时精确至小数点后一位），已包含四舍五入的情况；增长率的计算均基于精确的数值进行计算。
本报告所指小微企业包括小型企业、微型企业、家庭作坊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具体的划分标准参考了国家统计局颁发的《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在该办法中，国家统计
局依据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等指标，针对不同的行业类别对小微企业的标准划分进行了差异定义。国家统计局《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详见：
http://www.stats.gov.cn/tjsj/tjbz/201801/t20180103_1569357.html

从宏观角度来看，收单市场在经历长期沉淀后迎来爆发，第三方线下收单机构功不可没。而第三方线下收单机构业务之所以

能够稳步增长，则是得益于中小微商户的数字化服务需求支撑。基于中国特殊的国情，从数量上看，小微企业是中国市场工

商业主体，长久以来承担着中国经济发展的支柱性地位。小微企业占全国实有各类市场主体中比重超过90%，2019年小微

企业占比达96.5%，且这一占比还将继续保持小幅攀升的态势。从数字化水平来看，2019年中国小微企业约1.1亿，已接入

O2O平台的小微企业占比不足10%，拥有智能POS、收银一体机等智能化经营终端的小微企业数量则不足5%，数字化服务

在小微企业群体中渗透仍然有限。线下收单机构基于其与生俱来的产业互联网机基因，在推动中小微商户“触网”、完成初

步数字化升级等方面具有比较优势。中小微商户庞大的基数也将成为线下收单市场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2015-2020年中国小微企业数量及小微企业占全国各类工商市场主体比重

7236
8192

9383
10557

11908
13197

7747
8705

9815
11020

12340
13648

93.4%
94.1%

95.6% 95.8%
96.5% 96.7%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e

小微企业（万户） 全国实有各类市场主体（万户） 小微企业占比（%）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207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