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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崔岩 马云云

连买个馒头
都能用手机支付

24日早上7点30分，赖婉清
（化名）家楼下的一家早餐店排
起了长队，大家都扫码支付，队
伍移动的速度出人意料得快。
这是济南上班族赖婉清日常一
天的伊始，却是如今“无现金”
生活的缩影。

早餐过后，赖婉清用手机
定位到了距离自己最近的共享
单车，拿出手机在车身上一扫，
随着“嘀嘀”的声音响起，车锁
被打开，赖婉清朝公司方向骑
去。“原来出门都带着钱包，钱
包里一堆卡、钱，现在手机都能
搞定，钱包也就好久不带了。”

用赖婉清的话说，后知后觉
的她2016年初才被移动支付影
响。“开始不太敢用，怕不安全，
后来发现连买个馒头都能用手
机支付，就基本离不开它了。”

现在，商场购物可以微信支
付、打车可以扫码，甚至路边的
水果摊主都有二维码。在赖婉清
看来，如今出门不带现金，照样
行天下，“都忘记上次去银行取
现金是什么时候了，印象中今年
去过一趟银行还是打流水。”

接受记者采访时，济南一
银行资深经理深有感触，随着
移动支付越来越便利，现在取
用现金的客户的确大幅下降，

“从网点业务来看，取用现金的
大约减少了一半。”现在银行也
鼓励客户通过官方手机APP转
账，既方便又安全。

线上支付优惠多
频送红包大礼

线上支付优惠多，频送红
包大礼，也是吸引赖婉清的一
个大招。

中午11点40分，打开饿了
么APP，点餐、支付，一份原价
26元的米饭套餐，使用满减优
惠后，仅仅需要支付17元。“太
合算了！”省去这9元，赖婉清仿
佛中了大奖。之前有一次，赖婉
清在商场购物时使用现金支
付，而她身后的一位顾客使用
移动支付时，却得到了一张优
惠券抵扣部分费用。“虽然说商
家是在鼓励电子支付，可当时
我就有种吃亏的感觉。”

移动支付端在日常支付中
设计的优惠活动，可能会让市民
更倾向于选择移动支付方式。例
如，支付宝付款前扫描红包二维
码，消费者和店主能同时获得奖
励；微信支付则有摇摇乐，在周
末及特定活动期间，使用微信支
付完成付款后，即有机会获得当
笔免单或到店红包。

一天中挣的钱
现金仅占三成

下午6点15分，下班后的赖

婉清来到了位于济南闵子骞路
的市场。水果摊、蔬菜摊、水产
摊……所有的摊位都支持支付
宝和微信的扫码支付，塑封的二
维码都贴在摊子的显眼位置。

西红柿2 . 6元，扫码；鸡蛋
11 . 4元，扫码；一瓶味极鲜酱
油12元，扫码；桃子9 . 7元，扫
码……记者跟随在赖婉清身
后，看她一遍遍打开手机，扫码
支付。

“老板，现在用现金的人还
多吗？”赖婉清在忙于挑西红柿
时，记者忍不住向蔬菜摊摊主
发问。“现在年轻人几乎都是手
机支付，大家都不带钱出门
了。”他补充说道，付现金的主
要是老年人，“一天挣的钱，现
金只能占到三成。”

“用微信、支付宝多好，系统
会自动记录，相当于个记账本，
能清楚地知道自己的钱花哪儿
了。”赖婉清说，“买菜还会找回
一堆零钱，尤其硬币，携带不便
还容易丢，用起来也麻烦。”

“那倒是，你们方便我们也
方便，不光不用找零，也不用担
心收到假币，不用担心找错钱
不是？”摊主笑着说，因为别的
摊位都支持移动支付，自己也
是怕损失客人。

停车找零都扫码
到哪都离不开手机

尽管移动支付有种种优
点，但赖婉清手机支付还是遇

到了麻烦。
25日晚间，赖婉清前往济南

和谐广场购物，平时在这里消
费，她都是在结束前10分钟左右
点开公众号，找到停车服务，输
入自己的车牌，智能交停车费。
其实，这种支付停车费的方式在
济南各大商场都属常见。

可当晚要走时才发现，自
己的手机只剩了1%的电量。她
赶紧翻了翻钱包，好在还有几
十块钱的现金。当赖婉清开车
来到出口处时，值班大爷说，他
不能收现金，只能微信支付，如
果手机不方便，可以把现金投
到他面前的一台机器里。

赖婉清拿出一张面值5元
的纸币投进机器，车辆放行，但
机器没有找零，而是吐出来一
个小条，上面印着二维码，赖婉
清被告知，只要她回家后扫描
二维码，应找零的3元钱就会退
到她的微信钱包里。“退钱都扫
描，真是到哪儿都离不开手机
了。”赖婉清感慨道。

类似的经历，赖婉清不是
第一次遭遇了，手机没电有时
候可能比不带钱包还可怕。一
次她在济南万达广场停车时，
工作人员说停车场可以收钱，
但到了收费的地方，迎来的却
是工作人员举起的扫描器，对
方很自然地让她拿出手机扫
描，但当时她的手机即将没电，
她提出交现金，结果对方却面
露难色，他说：“我没有零钱找
啊，都是扫码的。”

衣食住行都扫码，有银行网点现金取用量少了一半

““手手机机没没电电，，比比不不带带钱钱包包还还可可怕怕””

打车扫一扫、买菜扫一
扫……你有多久没使用过现金
了？当移动支付方式悄然改变
我们的生活，你有没有发现，曾
经作为主流支付方式的现金支
付正悄然成为我们生活中的

“配角”？近日，记者就跟访一位
年轻人的日常生活，从她的衣、
食、住、行各个场合的消费情
况，来近距离观察我们被移动
支付所改变的生活。

24日，记者在济南闵子骞路

市场看到，前来购买蔬菜水果的市

民不少都选择扫码支付。

本报记者 崔岩 摄

移动支付固然方便，但现
金仍是法定货币。近来，一些地
方消费场所也被屡屡爆出拒收
现金的情况。

对此，近日央行发布公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定货币是
人民币，包括纸币和硬币（以下
统称现金）。任何单位和个人不
得以格式条款、通知、声明、告
示等方式拒收现金。在接受现
金支付的前提下，鼓励采用安
全合法的非现金支付工具，保
障人民群众和消费者在支付方
式上的选择权。经自愿、平等、
公平、诚信协商一致，通过互联
网等信息网络方式、无人销售
方式提供商品或者服务、履行
法定职责，且不具备收取现金
条件的，可以使用非现金支付
工具。

央行相关人士解释时表
示，任何单位和个人在推广非
现金支付工具时，不得炒作

“无现金”概念。专家也表示，
虽然移动支付在当下的应用
越来越广泛，但由于这种支付
方式受到手机、网络等要素的
限制，移动支付不可能完全取
代现金支付。

本报记者 崔岩 马云云

葛延伸阅读

任任何何单单位位
都都不不得得拒拒收收现现金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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