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经营报 CHINABUSINESSJOURNAL 编辑/朱紫云 美编/郭婵媛 校对/宛玲 zhuziyun@cbnet.com.cn2024.11.18 银行 B5

本报记者 王柯瑾 北京报道

此前，在“断卡行动”背景下，

多家银行对部分账户非柜面渠道

设置交易限额。近日，《中国经营

报》记者注意到，有银行陆续提高

借记卡在支付宝、微信等消费场景

的快捷支付限额。

如交通银行（601328.SH）宣布

将于11月18日起，将该行借记卡

在支付宝消费场景的快捷支付限

额提升至单日、单笔20万元，较此

前有大幅度调整。

在“消费促进年”的带动下，今

年我国促进消费的政策措施不断

落地，银行也在账户安全和支付便

捷度方面寻求平衡点。

光大银行（601818.SH）金融市

场部宏观研究员周茂华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表示：“银行设定快捷支

付上限的初衷是为了防范潜在电

信诈骗，保护客户资金财产安全。

近期，部分银行调整快捷支付限额

主要是为了平衡客户账户资金安

全与客户大额消费支付需求。”

助力促消费稳增长 银行快捷支付灵活提额

消费场景快捷支付
限额提升

近日，交通银行宣布，为进

一步提升支付体验，于 2024 年 11

月 18 日起，该行将借记卡在支付

宝消费场景的快捷支付限额提

升至人民币单笔 20 万元、日累计

20万元、月累计600万元，支付宝

转账、理财、还款等其他场景继

续维持现行限额标准，即人民币

单笔 5 万元、日累计 10 万元、月

累计 60 万元，具体限额以客户在

支付宝 App 实际支付时的页面

提示为准。

快捷支付一般指用户在微

信、支付宝等平台绑定银行卡后，

由支付平台确认用户身份后直接

从银行卡扣款的一种支付方式。

这种支付方式由支付宝率先开始

使用，并迅速成为平台消费的主

流支付方式。

业内分析认为，影响快捷支

付限额的因素包括用户的支付

习惯、银行的风险评估模型以及

监管政策等。银行和第三方支

付公司之间会进行沟通，根据用

户的支付需求和风险控制进行

动态调整。例如，为了提升客户

使用体验，银行可能会根据市场

需求调整限额，以方便用户在大

额消费场景进行支付。调整快

捷支付限额的流程通常由银行

发起，用户无需自行操作。银行

会根据自身的风险评估和用户

需求进行调整，并通过官方渠道

公布调整信息。用户在使用支

付宝或微信等第三方支付平台

进行交易时，具体限额以支付平

台 实 际 支 付 时 的 页 面 提 示 为

准。若用户需要提升额度也可

以带上相关证件前往银行网点

办理。

除交通银行外，此前招商银

行（600036.SH）也发布公告表示，

决定自2024年10月10日起，将该

行借记卡在支付宝消费场景的快

捷支付交易限额提升为单日20万

元、单笔20万元。理财、转账等场

景交易限额继续维持现行的单日

5万元、单笔5万元。具体额度用

户需以支付宝侧实际支付时的展

示为准。

此外，邮储银行（601658.SH）

也公告调整快捷支付限额，不过

邮储银行该次调整聚焦财付通

（微信支付）端和理财场景。邮储

银行公告显示，该行决定自 2024

年 7 月 18 日 0 时起，财付通（微信

支付）借记卡快捷支付交易限额

调整至：单笔4万元、单日8万元、

月累计60万元；其中，理财场景借

记卡快捷支付交易限额调整至：

单笔30万元、日累计30万元、月累

计60万元。

11 月 14 日，记者以客户身份

咨询了多家银行。以建设银行

（601939.SH）为例，该行卡支付宝

快捷支付交易限额为储蓄卡每卡

单笔 5 万元（含），日累计 10 万元

（含），月累计60万元（含）。支付

宝场景化限额为储蓄卡每卡单笔

20万元（含），日累计20万元（含），

月累计 100 万元（含）。该行客服

表示，针对支付宝内淘宝、线下交

易场景，由支付宝判断。消费者

可通过支付网站查看特定商户、

特定交易类型等限额详情。而建

设银行卡财付通（微信支付）快捷

支付交易限额为储蓄卡每卡单笔

5万元（含），日累计9万元（含），月

累计60万元（含）。

本轮银行提升快捷支付限

额，业内多认为是为了刺激客户

消费意愿，提升客户消费体验感。

素喜智研高级研究员苏筱芮

分析认为：“银行在支付宝、微信

的快捷支付限额提升，旨在推动

大宗消费业务向上发展，同时对

拉新也能够形成一定助力。”

“随着商业银行金融科技应

用的升级，金融消费者消费习惯

的变化，特别是为了与国家促进

消费政策相一致，满足金融消费

者和数字化消费场景的支付需

求，商业银行不断提升金融消费

者的服务体验。”中央财经大学证

券期货研究所研究员杨海平分析

认为。

近年来，为了有效遏制电信网

络诈骗等犯罪活动，保障用户资金

安全，监管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政

策，对银行卡非柜面交易进行了严

格限制。商业银行根据账户使用

情况，对部分客户（包含长期不动

户、长期低活跃账户等）的非柜面

渠道（包括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第

三方支付、自助设备、POS等）交易

限额进行调降。

有银行表示，此前调降限额是

为了加强个人银行账户的管理，降

低客户资金损失的风险，同时也是

为了落实监管部门关于个人银行

账户实行分类分级管理的要求。

“商业银行设置快捷支付限额

是为了落实人民银行关于账户管

理、支付管理的相关要求，配合电

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活动整治行

动，从根本上是为了保护客户资金

安全，维护金融消费者权益。”杨海

平表示。

“此前，银行快捷支付限额主

要基于安全角度考虑，防范不法分

子对持卡人的权益造成侵害。”苏

筱芮表示，“而银行也需要平衡金

融犯罪和促进消费、交易之间的关

系，一方面需要不断提升风控能

力，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最新

技术严密支付交易的防护网，另一

方面也可以赋予用户更多额度选

择权，以显著方式为用户提供日/

周/月等额度上限选项，以及交易

确认选项（密码/生物验证等），还

可考虑为用户提供大额消费专属

短信、邮件通知等服务。”

此前，降低单笔交易和日累

计交易限额的举措，主要目的在

于减少大额资金的流动性，从而

有效降低诈骗风险。然而，这一

措施也可能会给部分用户带来一

些不便。

近期，部分银行提升快捷支付

交易限额，苏筱芮预计，会给用户

带来更多消费便利的同时带动银

行机构在第三方支付渠道的更多

大额消费，从而促进交易规模、交

易频次等进一步增长。

商务部确定 2024 年为“消费

促进年”，今年以来我国促消费政

策密集落地。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

到，促进消费稳定增长，从增加收

入、优化供给、减少限制性措施等

方面综合施策，激发消费潜能；实

施标准提升行动，加快构建适应高

质量发展要求的标准体系，推动商

品和服务质量不断提高，更好满足

人民群众改善生活需要。

9 月 26 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

治局会议再次指出消费的重要性：

要把促消费和惠民生结合起来，促

进中低收入群体增收，提升消费结

构。要培育新型消费业态。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前三季

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53564

亿元，同比增长 3.3%。按经营单

位所在地分，城镇消费品零售额

305869亿元，同比增长3.2%；乡村

消费品零售额 47695 亿元，增长

4.4%。按消费类型分，商品零售额

314149亿元，增长3.0%；餐饮收入

39415 亿元，增长 6.2%。这意味

着，在一系列扩内需促消费政策落

地后，消费潜能得以积极释放。

杨海平亦认为：“商业银行提

升快捷支付限额一方面在一定程

度上有利于培育新型消费场景及

消费热点，助力消费增长；另一方

面，可以提升服务质效，提升客户

黏性。”

下一步，苏筱芮认为：“暂未行

动的银行有可能会根据业务发展

需求及自身风控能力择机调额。”

商业银行需要如何平衡守护

客户资金安全与提升客户支付便

捷度之间的关系？杨海平认为，重

点在于充分利用金融科技手段，实

行差异化的风险防控策略，在提升

客户资金安全保障的前提下，持续

优化支付服务体验。

周茂华表示：“客户和银行需

要不断提升相应能力。银行需要

根据客户资信情况、账户安全情况

合理调整支付限额，还需要提升对

异常交易风险预警的能力等；而客

户则需要不断提升诈骗风险防范

意识。”

“商业银行提升快捷支付限额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培育新

型消费场景及消费热点，助力消费增长；另一方面，可以提升服务

质效，提升客户黏性。”

“银行在支付宝、微信的快捷支

付限额提升，旨在推动大宗消

费业务向上发展，同时对拉新

也能够形成一定助力。”

平衡资金安全与支付便捷

上市银行三季度业绩回升背后

本报记者 杨井鑫 北京报道

在今年前三季度，上市银行

整体净利润同比小幅回升，其中

非息收入对利润的贡献越来越

大。从非息收入结构看，在金融

减费让利政策下，上市银行的手

续费及佣金收入同比亦有所减

少，投资收益成为支撑营收的关

键。统计数据显示，2024 年前三

季度，42 家上市银行投资收益同

比增长达到了23.89%。

据《中国经营报》记者了解，由

于债券市场前三季度表现不错，不

少上市银行为了增厚业绩都选择

了加码债券投资业务。在上市银

行三季报业绩发布会上，多家银行

均提到了投资类收益稳健增长对

业绩拉动的作用，并表示将在四季

度继续寻找投资机会。对于中小

银行尤其是农商行而言，这类银行

机构一直是买债大户。在当前经

营承压、同业内卷以及尾部客户风

险上升的环境下，这些银行配置债

券的意愿明显提升。但是，过往几

年四季度都是债券市场的调整期，

而市场“债牛”能否持续仍存在一

定的不确定性。

投资收益激增

11 月 12 日 ，中 信 银 行

（601998.SH）召开了 2024 年第三

季度业绩说明会。在此次的业绩

会上，该行管理层对银行经营的

相关问题均作出了回应。在提及

银行中间业务收入时，中信银行

管理层明确表示，受到证券投资

及其他非息收入的带动，前三季

度银行非息收入大增。下阶段将

持续把握市场机会、提升交易能

力博取投资收益，增强手续费收

入的多元化和稳定性。

中信银行三季报数据显示，

截至 9 月末，该行的营业收入为

1622.1 亿元，同比增长 3.83%。其

中，利息净收入为1099.71亿元，同

比增长了 0.67%；非利息净收入

522.39 亿元，同比增长了 11.17%。

在非利息收入的结构中，手续费

及佣金净收入242.92亿元，同比减

少了 10.34%；投资收益 220.44 亿

元，同比增长了45.13%。

在中信银行的资产结构中，

金融投资项下的交易性金融资

产规模增长较快。数据显示，截

至 9 月末，该行交易性金融资产

规模6995.63亿元，较今年年初的

6138.24 亿元增加 857.39 亿元，增

幅为13.97%。

同样，在兴业银行（601166.

SH）的三季度业绩说明会上，该行

管理层也表示，今年前三季度持

续做好债券投资与交易，把握债

券市场高频低波业务机会。

兴业银行三季报披露，截至9

月末，该行的营业收入为 1642.17

亿元，同比增长 1.81%。其中，非

利息净收入为 526.3 亿元。手续

费及佣金净收入为 193.47 亿元，

同 比 下 降 15.16% ；投 资 收 益 为

317.87亿元，同比增长24.27%。

招商银行（600036.SH）在三季

报中称，该行前三季度的非利息

净收入为 954.11 亿元，同比下降

2.63%。非利息净收入中，净手续

费及佣金收入为 557.02 亿元，同

比 下 降 16.90% ；其 他 净 收 入 为

397.09 亿元，同比增长 28.23%，主

要是债券和基金投资的收益增

加。其他净收入项下的投资收益

为219.74亿元，同比增长35.98%。

平安银行（000001.SZ）在三季

报中称，该行合理配置本外币债

券资产，在多变的市场环境中保

持稳健的投资回报。截至9月末，

该行营业收入为 1115.82亿元，同

比减少 12.58%。其中，手续费及

佣金净收入为 187.11 亿元，同比

下降 18.47%；投资收益为 183.72

亿元，同比增长63.07%。

在 国 有 大 行 中 ，中 国 银 行

（601988.SH）的投资收益增长也

比较快。据该行三季报披露，截

至 9 月末，中国银行实现利息净

收入为 3359.97 亿元，较去年同

期 下 降 4.81% ；非 利 息 收 入 达

1423.51 亿元，较去年同期增加

20.99%。在非息收入中，手续费

及佣金净收入为 606.93 亿元，同

比下降 3.93%；其他非息收入合

计 同 比 增 长 49.88% 至 816.58 亿

元，这主要受益于投资收益的大

幅增长。

对于中小城商行而言，银行

的投资收益增长对营收的拉动

作 用 更 大 。 厦 门 银 行（601187.

SH）三季报显示，截至 9 月末，该

行营业收入为 41.61 亿元，同比

减少 3.07%。其中，手续费及佣

金净收入为 2.86 亿元，同比下降

4.03%；投资收益为 7.51 亿元，同

比增长 176.1%。

上海银行（601229.SH）三季报

显示，截至 9 月末，该行营业收入

为 395.42 亿元，同比增长 0.68%。

其中，净利息收入为249.88亿元，

同比下降8.29%；手续费及佣金净

收 入 为 31.06 亿 元 ，同 比 下 降

20.7%；投资收益为105.84亿元，同

比增长139.4%。

统计数据显示，2024 年前三

季度，42 家上市银行合计营业收

入同比下滑1.05%，利息净收入和

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分别同比下

滑3.19%、10.75%。银行投资收益

同比增长则达到了23.89%。

“前三季度银行加大债券等

交易性金融资产配置的原因主要

是上半年债券市场的行情比较

好，同时银行信贷业务的利润增

长放缓，需要挖掘新的利润点。”

一家股份行人士向记者表示。

据他介绍，今年前三季度银

行业息差收窄仍在持续，信贷业

务的利润总体呈下降趋势。另

外，国有大行的客群进一步下沉，

中小银行的信贷投放面临尾部客

群风险上升的问题，这也导致部

分银行贷款投放难。“对于债市来

说，今年债市利率下行在交易端

则带来投资机会，银行也纷纷加

大了投资获取更高利润。”

江苏地区一家上市农商行金

融市场部负责人则表示，得益于

上半年债市的行情好，银行加大

了债券的投资力度。对于中小银

行来说，信贷投放能力相对国有

大行要弱，银行不得不倾向投资

业务。换句话说，债券配置是中

小银行的刚性需求。从上半年的

市场看，不仅中小银行加大了债

券投入，国有大行在债券投资上

的力度也很大。“在市场行情好的

情况下，中小银行投资债券的热

情很难减退。”

但是，银行加大投资债券博

取高收益的做法也是一柄“双刃

剑”。“金融市场的变化比较快。

与贷款业务不同的是，投资业务

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会很大。一

旦市场出现调整，投资收益也会

受到影响。”一家券商分析师对记

者表示。

该券商分析师认为，监管对

于银行等金融机构买债的羊群效

应风险高度重视，央行已经多次

提示了长债风险，其主要是为了

避免形成单边预期。

9月24日，央行行长潘功胜表

示，近期国债收益率下行有政策

利率下行引导市场利率下行的影

响，也有前期政府债券发行供给

偏慢的因素，还有中小金融机构

风险意识淡薄、推波助澜羊群效

应的因素。利率风险是金融机构

风险管理的重要内容，央行需要

从宏观审慎管理角度观察评估市

场风险，并采取适当措施弱化和

阻碍风险的累积。

“从过往四季度的债市表现

看，利率波动往往会明显加大，市

场的调整也会更大。目前市场已

经对于四季度的利率反弹开始担

忧了。”上述券商分析师认为，四季

度 GDP 通常在全年占比是最高

的，市场主体的一些行为对经济数

据影响也很大。为了实现全年的

发展目标，四季度的经济存在冲刺

诉求，容易引发市场波动。但是，

这些影响目前看来不至于改变大

趋势，利率大幅上行的概率依然比

较小，也不用过度悲观。

该券商分析师表示，市场的波

动对银行的投资收益会产生直接

影响。从市场表现看，银行的投资

收益增长是递减的。“由于去年四

季度银行投资收益的增速比较高，

今年四季度的增速大概率会回落。”

四季度增长或放缓

为了提升客户使用体验，银行会根据市场需求调整限额，以方便用户在大额消费场景进行支付。 视觉中国/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