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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圖爾傳》
第二部《奔騰年代》
「當然記得，是我安排他去給桑托斯

當秘書的。說要談的內容了嗎？」

「說了，一起商量菲尼亞退伍軍人福

利待遇的問題。」

「如果我沒猜錯，桑托斯是想用空頭

支票換來選票的同時，給你們每個人都安

排上實實在在的好處。」

第19章  洛陽紙貴（第1節）
吃過早餐，彼特爾向西奧說了昨天赴

宴的情況。

「您猜的沒錯，桑托斯的確精於算

計，思慮長遠。他從邁克叔叔那裡得知美

國國會正在就《退伍軍人法案的修正案》

進行討論。他大談特談《法案》對菲尼亞

同樣具有重要意義。目前，對菲尼亞解放

事業做出巨大貢獻的軍人和游擊隊員的待

遇問題始終沒有落實，這是現任政府的低

效率和無能。」

依琳娜問：「然後呢？他說的沒錯

啊！你的那些好兄弟曾經出生入死。現在

日本投降大半年了，對他們的待遇問題至

今沒個說法，這的確不應該呀。」

「你說得對，這是桑托斯找上我們的

前提。他提出讓亞歷克斯競選眾議員，為

步入菲尼亞政壇高層做準備。並承諾一旦

他當選總統，會讓費德羅將軍接替亞歷克

斯目前的位置，他會參照美國《退伍軍人

法案》解決菲尼亞退役軍人和游擊隊員的

問題。」

「呵呵呵，這很好啊！」

「重點在這裡，桑托斯說亞歷克斯、

我、包括托馬斯將來都應進入政界，費德

羅更適合軍界。我們都應該利用好這次大

選，既解決退伍軍人和游擊隊員待遇問

題，又實現自己的目標。我們當然沒有理

由拒絕。然後大家就一起商量如何在軍界

宣傳、操作的步驟和細節。」

「你問他關於美國的投資、貸款還有

援助的事情了嗎？」

「問了，他信心十足的告訴我們，麥

克阿瑟將軍和美國國會政府都對他十分支

持。如果當選，他所承諾的都會兌現。說

真的，他給我們描繪的菲尼亞未來幾年的

發展建設場景，讓我們幾個都心情振奮，

連續干了好幾杯。呵呵呵，大家都是軍人

出身，都很爽快。」

「好，一會兒我打電話約邁克和志

杰一起吃飯。也在阿德米拉酒店吧，邁可

離得近，我們也方便。我從側面落實一下

桑托斯的說法，彼特爾和依琳娜也一起參

加。」

於是大家各忙各的去了。到了中午，

西奧約的一眾人聚到了阿德米拉酒店。

大家都是幾十年、三代人的關係，彼

特爾和依琳娜對邁克叔叔也不陌生。所以

也沒那麼多忌諱，邊吃邊聊很輕鬆。

「不用有任何疑問，美國方面是支

持桑托斯的。就奧古斯都先生而言，他的

品德無可挑剔，是個正直的愛國者也是一

個民族主義者。但是，這場競賽他必然失

敗。」

大家看著大使邁克，等著他繼續說下

去。

「你們也知道他和已故的阿德裡安與

麥克阿瑟的私人關係非常好。但是他太過

瞻前顧後，比如就哈利維雅戰役的問題，

誰能分得清哪些人是日軍屠殺的，哪些是

死於美軍的轟炸？麥克阿瑟當然希望把死

難者都定義為為國捐軀的抗日英雄了，可

奧古斯都至今也沒有表態，他說他要對歷

史負責。哎，還有關於美軍軍事基地的問

題，他的態度也始終不明朗，他說要考慮

菲尼亞的主權問題。那你能怪麥克阿瑟不

支持他嗎！」

「哎，很遺憾啊，奧古斯都並沒有家

族背景的支持。他本人也只是一名普通律

師出身，憑借自己的才幹躋身政壇，為菲

尼亞的獨立做了大量工作，對國家是有貢

獻的。」伊志杰感歎道。

邁克繼續說：「恰恰在於他的才幹和

能言善辯。當時的菲尼亞需要從美國獲得

更多的自治權，他和阿德裡安一起在獲取

美國國會立法支持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

所以，美國認定他是個不聽話的人。相

反，桑托斯就很現實。

（二四五）

老外在中國有錢難花？
這是個大問題 

外籍人士在中國的支付難題，已經引起

了高層關注。

國務院總理李強2月23日主持召開國務

院常務會議，審議通過《關於進一步優化支

付服務提升支付便利性的意見》。強調要聚

焦老年人、外籍來華人員等群體支付不便問

題，加強協同配合，加大必要的資源投入，

多措並舉打通服務堵點，推動移動支付、銀

行卡、現金等多種支付方式並行發展、相互

補充。

2023年，第一次從香港重返上海的江山

發現自己「沒錢花」了。

疫情期間，因為長時間不在上海生活，

他名下所有支付寶、微信支付綁定的銀行賬

戶因為太久沒動而被凍結，想刷POS機很多

地方也都不接受。他意識到，「如果持續下

去的話，很多境外人士回來或者旅遊都會很

不方便」。

作為上海市政協委員、香港大中華會執

行主席，江山在2024年上海市政協十四屆二

次會議上提出了《建議進一步採取有效措施

推動境外人士境內支付便利化》的提案。他

認為，包括歐美發達國家在內的很多國家和

地區仍然將刷卡和現金作為主要支付形式，

使用移動支付的人不多，不同的支付習慣造

成了境外人士入境的支付難題，並引發了一

系列衍生的「數字障礙」與「數字鴻溝」。

這個問題在當前顯得更有緊迫性。近

期，中國免簽的「朋友圈」持續擴容，與越

來越多國家正式邁入「免簽時代」。1月28

日，中國與泰國簽署互免持普通護照人員簽

證協定；1月25日，中國與新加坡簽署互免持

普通護照人員簽證協定；此前，自2023年12

月1日起，中國對法國、德國、意大利、荷

蘭、西班牙等國持普通護照人員試行單方面

免簽政策。

隨著中外人員往來進一步密切，部分境

外來華人士支付不便的問題已經引起重視。

2023年12月28日，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張青

松在國務院政策例行吹風會上表示，「為了

解決這個問題，人民銀行會同有關部門，已

經建立了專項工作機制，下發了指導意見，

正在組織各單位有序推進各項工作，解決方

案概括來講就是『大額刷卡、小額掃碼、現

金兜底』」。

在多位受訪者看來，境外來華人士支付

問題涉及商務、金融、文旅、交通、外事、

公安等多個領域，是外國人通向中國的「最

後一公里」，需要多方共同參與、努力。如

何讓入境者得到最佳的體驗，才是核心問題

所在。

「外卡」難刷
「2023年，我的很多同事來中國後產生

了困擾。」在華生活的加拿大人大衛所在的

公司屬於質量檢測行業，因此員工經常要去

中國一二線城市之外的出口工廠工作。到了

這些地方之後，大衛和同事發現，只能在酒

店刷卡消費，出了酒店之後就沒有可以刷卡

的地方，大部分地方都是只支持掃碼支付，

使用現金也不方便。

「即便在附近的餐廳付了預付款，想要

使用信用卡結賬時，餐廳經常會假裝機器壞

掉了或者不記得如何使用為由拒絕刷卡。」

大衛提到，同事們只能一直在酒店吃自助

餐。

在2024旅遊業高質量發展大會上，萬事

達卡大中華區市場營銷副總經理吳煥宇曾表

示，根據萬事達卡數據，2023年三季度全球

跨境支付交易金額已達2019年同期的155％。

雖然全球範圍內消費韌性可觀，但入境人士

在華支付仍面臨外卡受理覆蓋率不足等困

難。

從事國際旅行已有十餘年的朱君杰，在

2023年接待了超過一千位外國遊客。他也提

到，這些遊客在一些大城市以及大型商場中

是可以刷卡的，但是在很多小城市以及小商

舖是沒有辦法刷卡的。但事實上，即便在一

線城市，可能情況也不樂觀。

2023年5月，上海市政府參事課題組開

展了一項關於提升入境人士境內支付便利度

的調查。課題牽頭人顧曉敏在課題組開展調

研的過程中發現，由於疫情影響，外卡收單

業務逐步萎縮，許多外卡POS機退出市場。

課題組委託第三方機構選取上海全市範圍內

外籍遊客出現頻率高的商圈、地標中的401家

商戶開展了實地抽樣調研，結果顯示，外籍

遊客最希望使用刷卡和現金支付，但401家調

研商戶中安裝外卡POS機的僅有183家，占比

45.39％，不足一半。

顧曉敏還提到，外卡刷卡手續費高昂，

單筆費率基本上在2.5％到3.5％不等，而支付

寶單筆費率僅為3.8□，因此很多商戶更願意

讓外國人使用現金或支付寶、微信，外卡刷

卡率僅為23.19％。

成本太高是刷卡率不高的主要原因之

一。「外卡POS機結算成本高，在入境旅客

數量不高的情況下使用頻率低，商戶積極性

和主動性不高，特別是中小商戶基本不會考

慮部署。另外，目前在許多商場和商街中，

商戶自行結算支付的比例非常高，多元化支

付也會增加商場商街的人員與運營成本。」

上海財經大學數字經濟系教授崔麗麗提到。

零售餐飲類商戶，尤其不愛接受「外

卡」。根據2023年萬事達卡重點商圈外卡

（即國際支付銀行卡）調研，在北上廣深四

個城市，零售餐飲商戶的外卡受理覆蓋率不

足四成，可以「拍卡」商戶的覆蓋率不足三

成；此外，境外人士的刷卡消費主要集中在

住宿，達到了近七成，在零售、餐飲和百貨

等商戶，相關外卡消費有待加強。

在多位受訪外國人的反饋中，刷卡困難

之外，現金的使用也不方便。來自埃及的一

位留學生告訴，剛到北京時，由於不會使用

打車軟件，也沒有移動支付手段，付了現金

後司機無法找零。大衛則提到，當使用現金

的時候，90％的商家的回答是「我們沒有零

錢」。近年來中國人民銀行也關注到拒收人

民幣現金的問題，持續推進整治拒收人民幣

現金工作，對核實為拒收人民幣現金的，依

法處罰並予以曝光。

朱君杰談到，當國際遊客進入中國境內

時，他們慣常的做法是幫外國人兌換一些人

民幣，幫助他們進行購物，要注意的就是在

銀行取現金時就不能只取百元大鈔，而是多

取一些5元或者10元的零錢，這樣才能花出

去。「兌現金越來越麻煩，需要到處找ATM

機。」

中國曾經是全球最大的ATM市場，數

量在2018年達到頂峰後開始下降。2021年，

ATM數量跌破百萬台；2022年，數量跌破90

萬台。這種情況對現金的取用也造成了不小

的麻煩。

「二維碼對外國人來說是一個挑戰」
生活在中國一年多，吳心語已經完全適

應了中國的「移動支付」生活，深感其便利

性。然而今年夏天，當表姐前往北京的第一

天，她就發現表姐對中國的「線上操作」一

頭霧水。當吳心語帶著表姐坐上從北京到上

海的高鐵，中途在高鐵上點了一份外賣，並

在下一站停車被送上來時，吳心語的表姐十

分震驚，感受到了移動支付的便利。

不過，對吳心語的表姐而言，想用上

如此方便的服務並非易事。滿大街可見的支

付二維碼對表姐來說是相當陌生的。對短期

國際遊客來說，想用自己的微信支付或支付

寶，此前一直面臨很大的困難。支付寶方面

回應稱，按照監管指導，目前正在試點，境

外用戶可以有一定的免身份認證的支付額

度，超過則需要認證。支付寶一般可以通過

護照實名認證，但是需要綁定中國的銀行卡

才能夠支付；微信可以註冊，但是沒有銀行

卡的話無法實名，更不用談支付功能。

「如果一個外國人已經在中國生活了

半年以上，在手機號和銀行卡都辦理後，使

用軟件進行移動支付都會比較方便，但是如

果只是來旅遊不到一個月，可能存在一些困

難。因為無論辦電話卡還是銀行卡，都不太

可行。」吳心語對提到。

2023年7月，為了解決來華境外人士支付

便利問題，支付寶、微信支付相繼支持綁定

境外銀行卡。這意味著境外用戶可以用境外

手機號註冊，並支持包括港澳居民來往內地

通行證（回鄉證）、台灣居民來往大陸通行

證（台胞證）、港澳居民居住證、台灣居民

居住證、外國人永久居留身份證、國際護照

等進行認證。

據支付寶相關人士介紹，目前已支持主

流國際卡組的銀行卡，如Visa、Mastercard、

JCB、DinersClub、Discover等。微信支付相

關人士則表示，境外用戶無須再綁定國內銀

行卡，也可體驗覆蓋多種場景包含掃碼、被

掃、微信小程序、In-APP等多種支付方式。

不過據多位受訪對像反饋，註冊登錄往

往會遇到問題。山東小伙楊米的愛人是一位

法國人，這個春節，楊米一家接待了從法國

前往中國旅遊的兩位朋友，當他們幫助這兩

位朋友綁定支付App時，使用外國銀行卡綁定

及外國手機驗證均沒能成功。「我們鼓搗了

很久，都沒有成功，手機接受不到驗證碼，

也發不出信息，自然無法綁定和實名。」

江山也提到了很多不方便的情況，例

如，在做身份認證的時候，需要輸入證件號

碼，但核實時間常常無法確定，另一方面是

需要發短信驗證身份，沒辦法成功按照平台

要求發短信。

微信支付相關人士對解釋，由於國際護

照的核驗渠道與身份證、港澳台居民居住證

有所不同，如公開發佈的使用指南中所述，

持國際護照綁卡的用戶，目前還需要在完成

各種流程後，根據提示上傳護照照片。目

前，微信支付方面也在主動溝通相關部門，

探索更精準的認證方式，爭取在合規的前提

下，逐步實現與國內用戶開通認證的體驗一

致。

此外，疫情後很多入境人士支付App的

身份認證需要找回賬號，或者會觸發微信的

15天冷靜期。這種情況下，微信支付相關人

士提到，為解決部分需要正常使用支付功能

的境外用戶，因各類安全措施造成的影響，

已嘗試在部分入境口岸、一線城市等區域，

以灰度方式，逐步降低境外用戶登錄時出現

各類驗證的頻率。但在這方面的優化，仍需

要在安全合規與方便之間探索平衡。

上述種種問題意味著，「二維碼掃碼+

手機短信驗證+實名信息認證」的移動支付

註冊門檻，令很多來華境外遊客無所適從。

「二維碼對外國人來說是一個挑戰。」2021

年，大衛一家人從加拿大飛回北京，大衛的

妻子是中國人，在妻子的幫助下大衛適應了

移動支付，「這個過程也很艱難」。

即便註冊成功後，目前在移動支付方面

的消費限額、消費場景限制和費率過高等問

題，也制約著境外遊客的消費。以消費限額

為例，根據相關規定，目前通過各類移動支

付平台使用外卡均有一定限額。比如微信支

付單筆支付限額為6500元，月累計5萬元，年

累計6.5萬元。支付時的匯率會以用戶的外卡

所屬卡組織和發卡行的匯率計算。

事實上，最令大衛擔心的可能還是隱私

與安全的問題。大衛說，日常綁定支付App

時，銀行賬戶最多只存5000元，就是為了避

免賬號風險問題，每次回到加拿大也會修改

自己的銀行卡密碼。

外籍人士在中國的支付難題，已經引起

了高層關注。

國務院總理李強2月23日主持召開國務

院常務會議，審議通過《關於進一步優化支

付服務提升支付便利性的意見》。強調要聚

焦老年人、外籍來華人員等群體支付不便問

題，加強協同配合，加大必要的資源投入，

多措並舉打通服務堵點，推動移動支付、銀

行卡、現金等多種支付方式並行發展、相互

補充。2023年，第一次從香港重返上海的江

山發現自己「沒錢花」了。

疫情期間，因為長時間不在上海生活，

他名下所有支付寶、微信支付綁定的銀行賬

戶因為太久沒動而被凍結，想刷POS機很多

地方也都不接受。他意識到，「如果持續下

去的話，很多境外人士回來或者旅遊都會很

不方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