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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包大战”硝烟再起！
看支付机构如何打响新年这一仗

移动支付安全大调查

35岁以上人群易遭遇网络欺诈

据悉，此次调查，是中国银
联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权
益保护局和公安机关的指导下，
携手全国主要商业银行、支付机
构等众多机构，通过多种相关渠
道开展的在线调查。调查共回
收有效问卷近十万份，约七成被
访者集中在 20 岁至 40 岁。样
本覆盖广东、浙江、上海、北京、
山东、江苏、福建等全国34个省
份（直辖市）。

调查数据显示，创业、IT、房
地产等行业人群的人均月可支

配收入金额位居前三。从移动
支付消费金额看，创业者的移动
支付消费金额领跑其他行业群
体，超过3000元/月，全职主妇的
移动支付消费月均支出达2863
元，名列第三；从移动支付使用
频次来看，IT行业群体使用频
次最高；从移动支付消费金额占
比来看，学生群体移动消费的支
出超过月可支配收入的4成，移
动支付已经成为该群体主要支
付工具。

从地域来看，苏浙沪全面

步入移动支付消费时代，安
徽、山东、甘肃等地实体店移
动支付消费占比高。从支付
方式看，二维码仍是目前市
场 最 为 流 行 的 移 动 支 付 方
式，手机闪付越来越受到年
轻高收入人群欢迎。指纹支
付等生物识别支付方式获得
超过半数消费者的肯定，较
去年数据又提升了 6 个百分
点，在 35 岁以下的男性中，指
纹识别成为使用率最高的验
证方式。

青年报记者 吴缵超

本报讯 支持民营企业发债
融资，沪深交易所联合中国结算
发布了信用保护工具业务管理
试点办法。信用保护工具受保
护债务范围为交易双方约定的
参考实体的债务，试点初期主要
包括在中国境内发行并在沪深
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或者挂牌
转让的以人民币计价的公司债
券（不含次级债券）、可转换公司
债券、企业债券等。

上交所表示推出信用保护
工具是对交易所信用风险分担
机制的积极探索，提供了信用风
险的有效管理工具，有利于优化
信用债市场风险定价机制，促进
公司债发行、服务实体经济。

去年以来，深交所积极推进
信用保护工具业务试点，支持民
营企业稳健发展。截至目前，深
交所信用保护工具业务试点框
架下已达成交易15笔，涉及名
义本金共计1.7亿元，并已成功
推出深交所市场首只民营企业

债券融资支持工具。试点均采
用信用保护合约形式，参考实体
均为民营企业，包括苏宁电器集
团有限公司、浙江恒逸集团有限
公司和广州智光电气股份有限
公司。合约与参考实体公司债
券同步发行，有效提升了投资者
认购积极性，降低了发行人融资
成本。

此前，沪深证券交易所和证
券业协会、基金业协会、期货业
协会联合发布《中国证券期货市
场衍生品交易主协议（信用保护
合约专用版）》，并组织了部分机
构针对民营企业开展信用保护工
具业务试点，促进民企债券发行，
取得积极效果。近期，上交所将
举办信用保护工具业务培训，指
导各类市场主体更好地参与信用
保护工具业务，推动交易所信用
保护工具业务稳健发展，进一步
提升交易所债券市场服务实体经
济的能力。深交所也表示，加快
市场参与者培育，开展相关业务
培训，稳步扩大民营企业债券融
资支持工具覆盖范围。

青年报记者 吴缵超

本报讯 近期市场上个别投
行压低佣金案例，引起了监管的
注意。中国证券业协会召开了
专题会议，围绕证券公司投资银
行业务收入现状及如何引导证
券行业提高执业质量、防止恶性
竞争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会议研究讨论了近年来境
内外资本市场投资银行业务佣
金收入的基本情况，近期市场上
出现的个别低价竞争案例，以及
建立合理定价制度的相关建
议。认为当前资本市场的竞争

日益激烈，证券行业应当警惕由
行业无序竞争引发的执业质量
下降和行业风险。严格遵守法
律规章对于以低于成本或不正
当竞争手段招揽证券承销业务、
违反公平竞争、破坏市场秩序等
行为的禁止性规定。

为维护行业良好的秩序，监
管部门及行业自律组织将对违
反上述法律规章的违规行为绝
不姑息，予以严惩，并将配合做
好制度建设，完善相关考核指
标，加强对证券公司投资银行业
务定价水平以及执业质量的监
测监控。

中国证券业协会最新数据
显示，目前有19家证券公司管
理的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系列资
管计划已进行具体项目投资，累
计投出金额总计84.99亿元。

去年11月，11家证券公司
作为“证券行业支持民营企业发
展系列资产管理计划”联合发起
人，就255亿元出资规模签署了
发起人协议，作为共同发起人发
起行业系列资产管理计划。中

证协表示，系列资产管理计划全
面启动以来，得到了行业各机构
的积极响应。

截至1月20日，又有江海
证券、长城国瑞证券、东北证券、
华宝证券、国海证券、财富证券、
中航证券、联讯证券等8家证券
公司均已完成协议签署，并承诺
自愿出资。截至目前，50家公
司承诺出资规模累计达545亿
元。 据新华社电

拿着手机购物已经成为很多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但用户们的安
全意识并未与时俱进。中国银联日前发布《2018移动互联网支付安全大调
查报告》，报告显示虽然如今用户防范意识有所增强，但更换新手机不解绑银
行卡，不删除存留的敏感信息、直接删除带支付功能APP不解绑银行卡、有
优惠促销的二维码都会尝试扫码等高风险不安全行为，仍没有引起用户足够
重视。 青年报记者 孙琪

随着金融安全消费知识普
及与全国惩治电信网络诈骗活
动的持续深入，受访者风险防范
意识有所增强。调查数据显示，
2018年消费者遭遇传统网络诈
骗行为的概率持续下降，与
2017年相比，社交账号（QQ、微
信等）冒充亲朋好友诈骗及以办
理信用卡套现等为借口，骗取验
证码等支付信息的两种诈骗行
为发生率显著下降，但平均网络
诈骗损失金额有所扩大。

报告显示，35岁及以上年
龄的人群遭遇网络诈骗的风险
较高，损失金额明显扩大。蒙受
5000 元以上损失的人群，具有
年龄高、学历高、收入高、女性比
例偏高的特点。广告、媒体、全

职主妇、退休老人、自由职业等
群体，受诈指数较高，需要增强
安全意识。

另外，2018年高风险移动
支付行为主要表现为：更换新手
机不解绑银行卡，不删除存留的
敏感信息（21%）、直接删除带支
付 功 能 APP 不 解 绑 银 行 卡
（20%）、有优惠促销的二维码都
会尝试扫（20%）等。众多二维
码支付欺诈的案件显示，主动扫
码的行为可能会带来更多的风
险，约1/7的受访者因扫不明二
维码导致资金被盗。

为此，专家提醒用户，在更
换手机时，应删除手机中存留
的支付信息，并在手机设置菜
单内，点击手机恢复出厂状态；

删除手机APP前应及时解绑银
行卡。扫描二维码后，如果跳
转到不明网站或应用程序，应
立即退出。如果发现手机有异
常变化，应及时通过联系手机
厂商进行安全处理。同时，日
常使用二维码支付时尽量使用
被扫模式或选择更为安全的动
态二维码；对于日常大额手机
支付需求较高的消费者，建议
使用安全性更高的手机闪付产
品。在设置支付密码或者注册
具有支付功能的账户时，不要
使用特征明显的数字或者字母
作密码。如账号、生日、身份证
号码、电话号码、单一重复的数
字。不同账号、不同支付软件
使用不同支付密码。

35岁以上人群遭遇欺诈风险高 安全习惯仍需加强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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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闪付越来越受到年轻高收入人群欢迎。 青年报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