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罚没 7409万元！1月支付罚单金额剧增 

 

2021开年以来，央行公布的支付机构罚单数量有增无减。2月 1日，北京商

报记者根据央行各分支机构公示信息统计，1月央行公布的支付罚单数量已达 9

张，合计罚没金额 7409万元。对比上年同期数据来看，除了严惩反洗钱不力、

收单违规等行为外，监管对支付机构备付金违规、公司治理等问题的处罚也呈现

加码趋势。 

据北京商报记者不完全统计，1月央行公布的被罚支付机构主要包括联通支

付、平安付、河北一卡通、国通星驿、卡友支付、现代支付、付临门、乐刷科技

8家。 

其中，最高一笔罚单金额为 6971万元，因存在与身份不明的客户进行交易、

条码支付业务风控制度不健全、未按规定开展收单交易风险监测、未按规定存放

客户备付金等 12项违法违规行为，国通星驿被罚没合计 6971万余元，另外，相

关负责人也合计被罚没 26万元。 

除了千万级巨额罚单外，1月也不乏有支付机构被央行多次 “点名”处罚。

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 1 月 25 日，央行太原中心支行发布罚单，现代支付因

未按规定履行客户身份识别义务被罚款 20 万元，不过该罚单处罚决定日期为

2016 年 11 月 11 日。而没过两日，央行成都中心支行再次公布罚单，现代支付

因违反商户管理规定、违反清算管理规定被罚 18万元，处罚日期为 2021年 1月

26日。 

针对国通星驿、现代支付被罚情况及最新整改进度，北京商报记者分别向两

家机构进行采访，但截至发稿未收到回应。 

北京商报记者统计发现，整体来看，2021 年 1 月，央行公布的被罚支付机

构数量较上年同期有所增加；罚没金额上，更是较上年同期的 4627 万元增长了

1.6倍。另外，支付机构“双罚”趋势也更为显著，9张支付罚单中，有 5张涉

及“双罚”，机构相关责任人被罚金额也在加重。 

另从违规事由来看，2020年 1月，支付机构违规“重灾区”主要集中在反洗

钱不力、银行卡收单上，而从 2021年 1月来看，除了继续严惩反洗钱不力、收

单违规行为外，央行罚单中也增多了对支付机构违反清算管理规定、未按规定存

放或使用客户备付金以及支付机构公司治理等层面的处罚。 



对此情况，金融科技专家苏筱芮告诉北京商报记者，支付领域的从严监管态

势，从 2020年延续到了 2021年，从罚单事由来看，主要有反洗钱、线下收单及

备付金管理等；从非法活动类型来看，跨境赌博、电信诈骗等风险高发领域的监

管，仍将保持高压态势，机构不能存有侥幸心理，需要严格依照监管规定落实用

户、商户实名制，建立支付交易风险监测系统，加强对合作方的审核与风险把控。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支付罚单增多外，2021 年第三方支付行业监管也在不

断完善。近日，央行便发布了《非银行支付机构条例》征求意见稿和《非银行支

付机构客户备付金存管办法》。在监管形势上，苏筱芮认为，后续监管重点主要

体现在，一是督促支付业务回归本源，防范投机炒作、业务关联交叉等风险；二

是关注科技风险，涉及到信息安全、隐私保护、数据规范、数据治理等具有科技

属性的重点工作；三是备付金相关的存放、使用和划转等规范，备付金存管办法

明确了罚则，将为今后对不规范的备付金管理行为提供更为明确的处罚依据。 

不过，严打之下支付违规行为仍屡见不鲜。苏筱芮表示，后续支付机构谋求

合规，首先应从制度方面进行规范，例如针对风险较高的交易制定专门的风险管

理制度，加强合作方管理；此外还需要优化合规管理架构，引入合规领域的专门

人才，深入学习和研究最新监管要求。 

其次，应根据制度细化落实各项措施，例如建立支付交易风险监测系统，建

立特约商户信息管理系统，借助科技手段将合规工作抓实抓细。 

最后，应警惕各项红线，机构不得挪用结算资金，如发现可疑交易和涉及洗

钱、欺诈等风险事件的，需立即采取措施；发现涉嫌违法犯罪的，应及时向公安

机关报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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