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用卡管理条例(信用卡管理条例新规全文)

近期，多银行“出手”严控资金流向，数家支付机构也加码围堵信用卡套现行为。

9月1日，北京商报记者多方采访了解到，包括财付通、支付宝、中金支付、嘉联支
付、富友支付等在内的多家支付公司正在进一步严控信用卡资金流向，一方面事前
严格落实商户的实名制管理，事中实现交易风险的实时监测、识别和拦截，事后也
会对套现高风险商户采取零容忍处置。

事前事中事后全流程围堵

就在刚刚，已有头部支付机构发出通知。

9月1日，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微信支付商户通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信用卡业务风
险防控的倡议称，为加强信用卡业务管理，防范信用卡业务风险，各合作方需切实
履行商户管理主体责任，将信用卡业务风险管控措施贯穿商户管理全生命周期。

同时，各合作方需进一步强化信用卡套现等风险的异常交易监测、分析、识别与管
控，对疑似套现等风险的商户及交易需积极核实、处置，并依法依规报送；另外，
也要严格管控信用卡资金流向，加强商户信用卡交易额度管理。

图片来源：微信支付商户通

除了微信支付外，9月1日，支付宝方面也告诉北京商报记者，已经采取全生命周期
的风险防控措施，从商户准入、交易监测等各个环节加强信用卡套现等非法交易管
理。

具体来看，首先，支付宝严格按照监管要求落实商户的实名制管理，针对信用卡非
法套现特征建立专项风险策略，实现交易风险的实时监测、识别和拦截，并建立了
针对套现平台的识别与打击方案。

“对巡检到的套现风险商户，我们会按照风险浓度及等级，采取阻断交易、信用卡
渠道限额或关闭、禁止账户资金流入流出、资金延迟结算、商户清退等相应处罚措
施。”支付宝称。

另外，对间联商户存在的信用卡套现风险，支付宝也会与清算机构、支付机构及银
行等合作伙伴开展联防联控，通过向合作的银行机构开放安全产品“RiskGo”等措
施，协助合作银行更好更快地识别与管理商户，有效防范信用卡套现等违法违规风
险发生。

事实上，不管是线上支付还是线下收单，多家支付机构已在严控信用卡套现行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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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显著成效。例如上海一支付公司相关负责人指出，其通过事前严控特约商户入
网质量，可确认商户经营状况和真实入网意愿，落实商户实名制要求，保障商户入
网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和有效性；同时，也会对入网商户进行风险等级分类管理
，拒绝与高风险商户建立业务关系。

“一方面在事中，可通过风控模型监测商户交易情况，实时拦截欺诈交易。另外在
事后，也会严格处置风险商户，对套现高风险商户采取零容忍政策。”
前述上海支付公司相关负责人补充道。

哪怕业务场景聚焦B端的线上支付机构，同样也对信用卡套现行为查漏补缺。9月1
日，北京一支付机构公司负责人同样告诉北京商报记者，其主要是以B2B业务为主
，重点为企业提供支付服务，信用卡交易占比不到2%。但尽管如此，该公司在商
户准入方面，同样会限定只有消费类的场景才能使用信用卡进行支付，对于支付限
额、笔数、集中度（持卡人集中度、信用卡交易集中度）、退款（一般要求做到原
路退回）占比等均有严格要求，此外在交易监控中针对信用卡套现也做了相关的监
控模型，对信用卡交易进行监控。

易观分析金融行业高级分析师苏筱芮表示，支付机构这些严控措施，一方面旨在响
应监管精神，为维护健康、良好的信用卡市场秩序奠定良好根基；另一方面也有利
于自身的内部风险防控，从而进一步提升信用卡交易质量。

套现交易识别仍存难点

支付机构的这些防控动作，离不开8月银联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信用卡业务风
险防控的工作通知》。《通知》从切实履行商户风险管理主体责任、严格规范商户
真实性管理、进一步加强对套现风险的交易监测、全量调查核实疑似套现风险案例
、强化套现风险商户管控措施五个方面，对信用卡业务风险防控划出了“红线”。

但不可忽视的是，虽然层层围堵，但市场上也仍有不少违规行为发生，支付机构在
严控套现的过程中也遇到不少难点。

例如，一支付公司从业人员就直言道，套现的监测过程中，最大难点是对商户真实
交易场景判断、持卡人的交易行为判断，很多套现交易都是持卡人与商户共同参与
，若是纯套现商户比较容易发现，但如果是正常交易与套现交易相混和，就比较难
发现。另外大额的套现比较容易发现，金额较小的套现则比较难察觉。

“另外还有一个现实问题是，套现交易对于部分机构来说，尤其是线下收单机构是
有利可图的，因此完全控制套现交易，对支付机构的动力不足。”该人士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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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上海支付机构相关负责人则称，严控套现交易的难点还在于产品上，有些产品
容易被风险商户利用来进行套现或者非法交易。要解决这些问题，在产品推向市场
前，合规、风控部门就要介入，避免产品被利用。

此外，还有一支付机构人士则称，目前部分疑似套现交易行为呈现如结合分拆交易
、真实场景交替交易、多种支付方式交易等规避行为，对于套现交易识别及认定增
加了一定难度。

“目前来看，对于套现的防范，难点有二。” 博通咨询金融业资深分析师王蓬博进
一步告诉北京商报记者，一是相关产业链利益相关方比较多，有着现实的需求；第
二则是在数字经济背景下，非银行支付机构尤其是互联网平台旗下机构的服务对象
多为小微商户或个人经营者，普遍面临覆盖区域广、商户经营分散的问题。在他看
来，这一点实际上也和反洗钱遇到的难点类似，需要更严格地执行一机一码等相关
规定，利用技术手段进行监测。

“事实上，我们公司也正计划加大对风险交易的分析力度，完善风控监测参数，以
更有效地拦截可疑交易。”前述支付机构人士说道。

仍是一场持久战

信用卡业务风险监测和防控，对支付机构来说，是一场持久战。

针对后续举措，微信支付商户通称，后续还将持续加强信用卡业务风险监测和防控
，健全风险管控机制。如发现合作伙伴未能切实落实监管要求、商户存在信用卡交
易风险的，将视违约及风险情况采取交易额度调整、中止合作等相应措施。

支付宝则称，目前，也在通过商家服务平台、支付宝安全中心、蚂蚁课堂、支付宝
官方微博等多渠道，向特约商户和用户普及套现风险及危害。同时不定期组织线上
培训，宣传套现风险典型案例、手法、风险防范措施等。

对于后续防控，王蓬博建议，首先，支付机构要严格遵守相关条例，产业链各方都
重视并切实履行自身防范套现和反洗钱等方面的责任，比如《关于加强支付受理终
端及相关业务管理的通知》中要求一机一码、受理终端和收单五要素绑定等等约束
条件。

另在机构发展方向上，王蓬博建议要从手续费和费率等单一收入来源，向着企业数
字化服务等方向逐步扩大收入渠道，微信和支付宝、银联等平台机构做好引导作用
，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杜绝对套现等灰色收入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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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筱芮则称，后续，支付机构仍需强化商户认证识别，从源头把控商家认证机制，
杜绝不良主体冒用商家身份，既能够防范不法分子借助商家身份实施资金转移，也
能够防范消费者在所谓的“认证商家”面前面临资金损失的潜在风险，在巩固反洗
钱等合规工作、筑牢安全防线、为金融消费者营造良好的购物及消费环境等方面持
续发力。

- END -

转自｜北京商报（记者 刘四红）

来源： 法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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