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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5年2月，阿里巴巴花费3000万美元巨资开发淘宝网，并联合中国工商银行、建设银行等国内多家金
融机构共同打造“支付宝”交易服务工具。
4月713，从事多元化电子支付应用及服务的提供商通融通公司推出Yeepay电子支付平台，进军国内电
子商务支付。
5月1213，云网正式推出企业级在线支付系统支付@网。
5月2013，网银在线携手VISA国际组织共同宣布，在中国电子商务在线支付市场推广“VISA验证服务
”的信用卡安全支付标准，期望提高在线支付的便捷性和安全性。
据有关人士粗略估计，目前我国提供网上第三方支付服务的机构已不下50家。
而2005年4月113《电子签名法》的实施，更标志着2005年是中国的安全“支付年”，也预示着电子支
付领域正在经历着一场史无前例的变革。
电子支付是一个鲜为人知的领域，以前都是在银行的铁幕之下运作，其运作方式很难为普通人了解。
但是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电子支付的领域逐渐扩大，从银行内部专网的电子支付逐渐发展成为以互联
网为依托的网络支付。
经过各方面多年的努力，电子支付（或者在严格意义上说是网络支付）浮出水面。
慢慢为广大老百姓所知道、了解。
网络支付的发展也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而一路高歌，伴随着支付宝的出现，各种不同的电子支付平台
相继涌现，如支付宝、财付通、快钱、易宝等，纷纷争夺电子支付市场。
电子支付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
但是，从某些方面来讲，中国的电子支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正如YeePay的CEO唐彬所说的，现在是
“黎明前的黑暗”。
它包含了目前的现状是很混乱的，整个是处于低水平的初级阶段的上升阶段。
黑暗很快会过去，黎明很快会到来。
正因如此，才更需要有人来宣传电子支付，让更多的人了解到电子支付不但是通过ATM来取钱，通
过POS机刷卡消费，也不只是通过支付宝在网上买东西，或者通过网上银行网上购物，它还有其更深
层次的内涵。
电子支付包含多方面的内容，而网络支付和电子支付有着其内在的联系和本质的不同，虽然现在更多
会把着两个概念混为一谈。
本书就是本着让更多的人了解电子支付和网络银行的内容而编写的，编写的原则是将目前主要运行的
和正在研究的各种不同的电子支付手段和网络银行的现状进行一个全面的说明。
电子支付的书籍有很多，内容各有侧重，有专门针对电子支付的，有侧重网络支付的；有主要描写银
行卡支付的，也有更多描写支付安全保证的。
本书对各种电子支付方式，包括基于专网的和基于公网的、小额的支付和大额的支付都进行了说明。
特别是在微支付和移动支付方面以及网络银行方面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描述。
而在其他的书籍当中，这方面的内容描述较少。
本书主要内容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主要介绍电子支付方面的内容，包括第1～6章。
第1章电子支付的概述，主要就电子支付各方面的内容进行了概况性的描述和介绍。
第2章基于网络的小额电子支付，主要介绍电子现金、电子支票、微支付和移动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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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的主要内容包括两个主要部分，一是电子支付的主要理论和方法，另一个是网络银行的主要理论
和方法。
　　在电子支付部分，主要包括电子支付概论、基于网络的小额电子支付、基于银行卡的小额电子支
付、大额电子汇兑系统、电子支付的支持系统以及电子支付法律法规6个方面。
　　在网络银行部分，主要包括网络银行概述和网络银行服务两个部分。
　　本书具有较高的系统性和前沿性，内容全面，实例丰富，编排合理，逻辑清晰，具备很强的可读
性。
　　本书适合作为高等学校电子商务、经济管理等专业的电子支付与网络银行课程的教材使用，也可
以作为相关的培训教材，同时也适合从事电子商务系统分析与设计、研究和开发电子商务系统的相关
的工程技术人员作为参考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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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l章 电子支付概述采用WorldMark主机，双机热备份，7台6760支票清分机，其中一台为备份
机。
该系统的处理范围，将覆盖北京和北京周边的部分河北地市，总共1000多个交换点，可完成30万张的
日交换量。
该系统的建成，将加快北京地区的支票清分工作，进而加速该地区的社会资金周转速度。
2.全国手工联行系统国有商业银行以前都有自己的手工联行系统，办理异地支付交易的清算和结算。
到1996年年底，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全都用各自的电子汇兑系统取代了原先的手工联行系统。
不过，中央银行仍然运行着全国手工联行系统，对跨行纸票据支付提供清算和结算服务，并办理中央
银行各分行之间的资金调拨。
中国人民银行的全国手工联行系统分县辖、省辖和全国三级，是三级联行系统。
业务处理内容包括：支付凭证的交换，即一般通过信汇或电汇在发起行和接收行之间进行直接交换；
资金结算，即发起行和接收行根据支付项目的联行清算范围，将支付总金额记到相应账户；对账监督
，即每天（有的为5天）每个分支行向其上级机构报告往来账发生额，以便管辖行实施对账监督，并
计算联行往来汇差（净额结算金额）。
当汇差超过规定金额时，才借记分行头寸。
由于手工联行系统的票据传递和处理速度慢，会造成大量在途资金，最终将为电子联行系统所取代。
3.电子联行系统为解决手工联行系统存在的效率低、在途资金多和安全性差等严重问题，中国人民银
行于1989年开始建设全国电子联行系统，于1991年正式投入运营。
到1997年年底，电子联行系统已经连接1000多家人民银行城市分行和县支行入网，每天平均处理交易7
万笔，金额800亿元，峰值日支付交易超过3000亿元，年转账金额接近国内生产总值的4倍。
该系统对加快我国资金周转、提高社会资金的运用效益、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是我国银行业异地资金划汇的主渠道。
4.电子汇兑系统到1996年年底，工行、农行、中行和建行这4大国有商业银行都先后建成了自己的全国
电子汇兑系统，并取代了原先各自的手工联行系统。
这些系统的各级处理中心在日终或次日营业前，就可为各成员分支机构计算出净额结算余额，大大加
快了支付指令的处理速度。
对于跨行交易，当然还需要通过中央银行的系统（人民银行手工或电子的联行系统）才能完成资金的
最终清算。
5.银行卡支付系统为促进银行卡的跨行信息交换网络的建立，推动跨行和跨地区的自动取款（出纳）
机（ATM）交易和电子收款机系统（POS）交易，从1993年起，全国“金卡工程”12个试点城市开始
了跨行的银行卡信息交换中心建设，并于1997年9月全部开通运行。
全国银行卡信息交换中心也于1998年年底投入试运行。
全国性和地区性的银行卡信息交换中心的建立和推广应用，将推动我国自助银行系统的发展。
6.网上银行系统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因特网的快速发展和电子商务的兴起，我国的银行开始建
立网上银行系统，为客户提供网上支付和网上银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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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原理与技术的完美结合，教学与科研的最新成果，语言精炼，实例丰富，可操作性强，实用性突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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