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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不会影响便利

规规范范““条条码码支支付付””让让付付款款更更安安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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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网贷贷行行业业综综合合收收益益率率持持续续下下行行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2017

年第四季度例会提出的目标之
一是维护流动性合理稳定。从
央行已经采取的常规措施和创
新性措施来看，实现这一目标
至少有五个方面的手段可以采
用。

首先是央行于去年年底推
出的“临时准备金动用安排”。

分析人士认为，相较于
2017年春节前的采用“TLF(临
时流动性便利)+定向降准”，金
融机构的自主权更大，资金成
本更低。此举可释放的流动性
将超过1万亿元。这项措施可以
大大缓解春节前的流动性压
力。

在今年春节前“临时准备
金动用安排”初次试水之后，
如果非常有效，那么不排除未
来央行会将这一政策“常规
化”，即市场有较大流动性需
求的时候，就可以使用这一创
新工具。

其次是MLF等定向工具仍
是央行维护流动性合理稳定的
重要手段。从2017年的操作情
况看，SLF主要是为满足金融
机构临时性流动性需求，发挥
利率走廊上限的作用，维护货
币市场利率平稳运行。

MLF主要是结合金融机构
的流动性需求进行操作，所以
它的操作量比较大，对维护银

行体系流动性基本稳定的作用
是比较突出的。今年MLF也将
视金融机构的需求，从而维持
相当规模的操作量。

至于PSL则主要是针对国
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三家银行发
放的，规模不大。今年PSL也会
大体维持去年的规模。

第三，逆回购仍是平抑短
期流动性需求的重要手段。1月
2日，央行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发
布公告称，目前银行体系流动
性总量处于较高水平，可吸收
央行逆回购到期等因素的影
响，故当日不开展公开市场操
作。这是央行连续第7天暂停逆

回购操作。
目前逆回购的品种主要

是7天期、14天期、28天期和
63天期，公开市场操作期限结
构已经趋于完备，有力地缓解
了市场短期流动性需求。预计
今年央行逆回购的操作规模、
操作品种仍会视市场需求而
定。

第四，普惠金融降准已经
正式实施，虽然释放的流动性
规模不大，但对维护流动性合
理稳定也会起到积极作用。据
央行测算，普惠金融降准措施
落地将释放长期流动性3000亿
元左右。

第五，财政政策与货币政

策互为支持仍将是维稳流动性
的重要手段。去年以来，财政因
素对流动性形成了比较强的支
撑，仅去年12月份就提供了超
过1万亿元的流动性支持。预计
今年财政因素对流动性的支撑
作用仍会加强，中央国库现金
管理商业银行定期存款招投标
也有可能适当扩容。

综上所述，央行有了这五
大措施，今年维护流动性合理
稳定的目标就将很容易实现。
况且，除此之外，央行的工具箱
里仍有多种备用政策工具，只
要实体经济及市场需要，即可
及时提供流动性支持。

(来源：北京商报)

扫码支付风险隐现

近年来，随着移动互联网
技术与智能手机的普及，以二
维码为代表的“条码支付”迅
速发展。据了解，条码支付是
指银行或支付机构应用条码
技术，实现收款人、付款人之
间货币资金转移的业务活动，
通常包括“扫码付款”和“扫码
收款”两种方式。

不过，扫码支付在走入人
们生活的同时，风险也逐渐浮
出水面。

据拉卡拉支付股份有限
公司资深合规总监唐凌介绍，
相比于银行卡支付，条码支付
没有物理卡片载体，也缺少专
业设备支持，在信息安全方面
存在一定隐患。比如，不法分
子通过手机病毒，将消费者手
机中的支付账号、密码、身份
证信息、联系人信息、照片等
隐私信息窃取，甚至可能通过
直接截获短信验证码来盗刷
手机用户银行卡。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
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董希淼在

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条码支付由于门槛较低、成
本低廉、支付便捷，近年来受
到了商户、消费者、银行及支
付机构的青睐，在服务普通
消费者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作
用。

“从技术层面看，二维码
通过几何图形来记录数据和
储存信息，支付终端缺乏识别
与拦截功能，就可能产生安全
漏洞和隐患。从市场层面看，
部分支付机构在拓展业务时，
通过不当的交叉补贴、滥用优
势地位来排除和限制竞争，导
致不公平竞争。从合规层面
看，部分市场机构片面追求业
务发展速度，违规发展商户，
带来各类安全隐患。”董希淼
说。

监管不会影响便利

值得注意的是，新出台的
监管规范对相关安全隐患拿
出了很多防范化解措施。比
如，在准入资质方面，新规明
确支付机构向客户提供基于
条码的付款服务时应取得网

络支付业务许可；在防止信用
卡套现方面，新规要求以同一
个身份证件在同一家收单机
构办理的全部小微商户，其基
于信用卡的条码支付收款金
额日累计不超过1000元、月累
计不超过1万元。

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
人表示，央行坚持条码支付
小额、便民的定位，对条码支
付 风 险 防 范 能 力 进 行 了 分
级。发行条码的银行、支付机
构 应 根 据 风 险 防 范 能 力 等
级，在确保风险可控和尽量
满足用户需求的前提下科学
合理设置相匹配的日累计交
易限额。

“这是我国首次对条码支
付的全面、系统的安全梳理和
管理规范。应该说，在全球范
围也属比较新的尝试，反映了
监管部门在如何跟进、管理和
推动创新支付方面的前瞻思
考和最新实践成果。”中国支
付清算协会执行副会长蔡洪
波评价道。

对于规范条码支付会否
影响正常使用，董希淼表示，
新规实施后，消费者在街头

商贩扫静态条码小额支付并
不受影响。“如果在饭店里吃
了顿600元大餐，扫静态条码付
款有困难时，可以让收银员扫消
费者手机上生成的动态条码完
成支付。毕竟，静态二维码的安
全性明显低于实时生成的动态
二维码。”他说。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央行
规范条码支付并非对小摊贩
的限制，而是纳入规范、给予
更大监管覆盖，是“接地气”的
表现。

安全发展空间更广

那么，对条码支付进行规
范是否影响行业的创新和发
展呢？

央行前述负责人指出，
支付服务属于金融服务，与
社会经济运行和百姓日常生
活密切相关，稳健经营关乎
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该
负责人强调，便捷的使用方
式、良好的用户体验是支付
创新的生命力，但不能单纯
追求无底线的创新；稳定、可
持续的投入和运营是支付业

务长远发展的保障，不能为
了追求短期的市场份额，采
取“烧钱”“补贴”等不当竞争
手段。因此，通知和规范提出
的业务规范要求和安全管理
措施非但不会制约支付创新
发展，反而能够指引支付业
务创新沿着安全规范的方向
发展，保障行业发展的稳健
和长远。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条
码支付新规对于支付行业的
长期发展其实是利好的。”董
希淼表示，对消费者来说，整
个支付市场更规范，自身资金
安全和权益将得到更多保护，
使用条码支付也会更放心；对
商家来说，新规将形成“良币
驱逐劣币”的氛围，有利于形
塑风清气正的市场风气；同时
新规也具有很强的包容性，菜
市场小摊贩也将参与到更加
规范的市场之中。

元旦期间，记者在北京、
天津等地走访时也了解到，商
户和消费者其实对更为规范
安全的条码支付市场也有很
多新期待。

(来源：人民网)

近年来，条码支付业务
成为十分流行的移动支付
方式之一。如今，走在中国
的大街小巷，人们无论吃
饭、唱歌、打车，还是便利店
购物，在结账时只要掏出手
机“扫一扫”就可以完成付
款，省时省力。不过，条码支
付也并非完全没有风险。不
久前，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

《条码支付业务规范(试行)》
和《条码支付受理终端技术
规范 (试行 )》，相关规定自
2018年4月1日起施行。业内
人士普遍认为，支付领域中
便捷与风险往往紧密相连，
条码支付迎来明确的制度
规范，将在保证广大普通用
户享受移动支付便捷的同
时，让大家的“钱袋子”更加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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