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堵上“免密支付”盗刷漏洞

本版编辑 梁剑箫 丁 鑫 来稿邮箱 mzjjgc@163.com

多举措提升支付便利

卞志村

加快产业升级与新质生产力培育，是新一轮“抢人大战”背后的

核心逻辑。当然，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对人才的吸引力不同，

不能盲目攀比，而是要立足自身比较优势和发展需求差异化地引进

人才，在服务全国大局中形成合力。

新一轮“抢人大战”有何不同

徐 骏作（新华社发）

“21 世纪什么最贵？人才！”今年开

年以来，各地打响新一轮“抢人大战”。

比如，广州南沙不仅为应届毕业生提供

免费住宿和面试路费补贴，新引进落户

的本科生、硕士、博士每月还可分别申领

1000 元、2000 元、4000 元生活补贴，连续

支持 30 个月。苏州提出对人工智能领

域顶尖人才顶格支持，给予最高 1 亿元

项目资助和最高 1000万元购房补贴。

近年来，城市间的“抢人大战”屡上

热搜，但过去往往由二线或以下城市发

起，而今年多个一线城市也纷纷下场

“抢人”。比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针

对应届毕业生推出“求职 7 日免费住宿、

实习 3 月免费短租、就业 3 年优惠长租”

阶梯式安居体系，这在北京市尚属首

次。深圳喊出“只收梦想，不收租金”的

口号，宣布为来求职的高校应届毕业生

提供免费住宿天数从 7 天延长到 15 天。

重庆提出，2025 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留

渝来渝就业创业人数要达到 40 万人以

上，其中市外来渝人数需超过 6万人。

新一轮“抢人大战”有哪些不同？

一是政策更懂年轻人。从面试路费到过

渡住宿，从创业场地到科研配套，政策覆

盖求职创业全流程，直击租房贵、起步难

等痛点，用真金白银减轻年轻人的就业创

业成本，让他们能“轻装上阵”。二是竞争

逻辑在升级。如果说过去更多是“拼补

贴”“比户口”，侧重于人口规模扩张，如今

更强调“拼环境”“筑生态”，给年轻人提供

更多创新创造、成长成才的发展空间，让

他们能“大展拳脚”。三是目标定位更清

晰。从“抢人”方向看，更侧重于瞄准产业

实际和未来发展方向，面向国内外引进科

技创新人才。比如广东“百万英才汇南

粤”行动计划首期募集的 60 多万个优质

岗位中，半导体、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新

兴产业岗位占比超七成。上海提出，加大

超常规的快速引才力度，用好“伯乐”机

制，放眼全球引进顶尖人才。

加快产业升级与新质生产力培育，

是 新 一 轮“ 抢 人 大 战 ”背 后 的 核 心 逻

辑。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正在重构全球创新版图、重塑全球经济

结构，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的发展进入

活跃期。我国经济也正从过去依赖土

地、资本等要素投入的增长模式，加速

向“人才红利”“创新红利”驱动转型，数

智融合、绿色低碳、人工智能等成为新

增长引擎。人才因产业而聚、产业因人

才而兴，“抢人大战”表面上看是人才政

策之争，实际上是创新生态之争，更是

未来发展竞争力之争。谁能在人才链

创新链产业链的深度融合上先走一步，

谁就能在未来竞争中占据先发优势。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

在 参 加 江 苏 代 表 团 审 议 时 对 经 济 大

省提出要求，“抓科技创新，要着眼建

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教育、科技、

人 才 一 起 抓 ，既 多 出 科 技 成 果 ，又 把

科 技 成 果 转 化 为 实 实 在 在 的 生 产

力 ”。 一 线 城 市 在 创 新 资 源 、产 业 基

础 、市 场 规 模 、开 放 程 度 等 方 面 具 有

显著优势，加大对创新人才的招引力

度 ，是 自 身 发 展 所 需 ，也 是 在 培 育 新

质生产力上“挑大梁”的必然要求。

热 潮 之 下 需 存 冷 思 。 要 看 到 的

是 ，各 地 经 济 发 展 水 平 存 在 差 异 ，对

人 才 的 吸 引 力 不 同 ，不 能 盲 目 攀 比 ，

而是要立足自身比较优势和发展需求

差异化地引进人才，在服务全国大局

中形成合力。从过往情况看，部分城

市还存在“重引进轻培育”倾向，人才

引 进 切 莫“ 一 引 了 之 ”，还 要 能“ 留 得

住 ”“ 用 得 好 ”，让 他 们 真 正 实 现 安 身

安心安业，与城市发展同频共振。

支付是经济金融活动

的关键环节，承载着资金

流转的基础性功能，贯穿

贸 易 、 消 费 和 投 资 等 环

节。提升支付便利性是构

建现代金融服务体系的重

要 举 措 ， 是 激 发 市 场 活

力、有效提振消费的重要

抓手。当前，如何进一步

提升支付服务水平、打通

支 付 堵 点 ， 推 动 支 付 为

民，实现国内国际无缝对

接 ， 进 一 步 优 化 营 商 环

境，值得分析。

历经多年努力，我国

支付体系建设成就显著，

移 动 支 付 接 受 度 大 幅 提

升。数据显示，2024 年我

国 移 动 支 付 业 务 量 达

2109.80 亿 笔 ， 金 额 达

563.70 万亿元，移动支付

普及率稳居世界首位。支

付适老化稳步推进，有关

部门采取多项措施，如开

辟老年人专属的“绿色通

道”，较好弥合了老年人在

支付领域面临的“数字鸿

沟”。外籍来华人员支付体

验获得明显改善，境内重

点场所、重点商户外卡受

理 覆 盖 率 大 幅 提 升 。 此

外，现金兜底作用充分发

挥，各银行通过推出“零

钱包”等举措，增加了现

金供应量。

也要看到，与人民群

众的需求相比，我国便利

支付仍存在不少问题，突

出表现在我国支付体系的

包容性、开放性、多元性

以及安全性不足。例如，

支 付 适 老 化 “ 最 后 一 公

里”尚未打通，城乡支付服务“温

差”亟待消解。老年人常因操作复杂

而频遇支付难题，金融机构缺乏针对

老年人支付困境的精准解决方案。又

如，支付方式呈现单一化趋势，随着

移动支付的快速普及，银行卡支付与

现金支付等传统支付方式逐渐“没

落”。接下来，应精准施策，构建更具

包容性、开放性、多元性和安全性的

支付体系。

完善适老化支付服务体系与促进

城乡支付服务协同发展。加速推进银

行网点适老化改造进程，根

据老年人需求，分层设计支

付产品，在社保、医保等高

频 支 付 场 景 设 立 “ 银 发 通

道”。强化适老化支付服务的

监管，将适老化支付纳入金

融机构考核方案。深化助农

支付场景融合，将农村支付

终端纳入新基建补贴范围，

降低农户支付成本，培育数

字支付“新农人”。

营 造 外 籍 人 员 友 好 支

付 环 境 。 简 化 身 份 认 证 流

程 ， 在 浦 东 、 粤 港 澳 大 湾

区等地试点“护照+电子签

证”免绑卡支付模式，推动

境外电子钱包与境内系统的

互联互通。扩大外卡受理范

围 ， 在 重 点 城 市 机 场 、 酒

店 、 景 区 等 场 所 实 现 外 卡

POS 机全覆盖，解决外籍用

户面临的支付难题。优化离

境退税服务，在自贸港、自

贸 区 推 行 “ 即 买 即 退 ” 模

式，试点数字人民币退税秒

到账，提升外籍 人 员 的 支

付体验。

丰富支付工具与支付场

景。在坚持“大额刷卡，小

额扫码，现金兜底”原则，

大力推进移动支付的同时，

优化银行卡支付环境。要加

力 整 顿 人 民 币 现 金 拒 收 现

象，引导经营主体巩固“拒

收 人 民 币 现 金 违 法 ” 的 共

识。创新支付场景，结合智

慧城市、数字乡村建设等，

拓展交通、医疗、教育等领

域的支付应用，满足人民群

众多样化的支付需求。

筑牢支付安全底线。建

立风险联防机制，实现所有

支付机构接入风险监测平台，对可疑

交易实施即时拦截，建立跨境支付

“白名单”。要推进支付安全技术创

新，确保支付终端及应用符合国家安

全标准，增强支付验证的安全性。完

善用户权益保护机制，建立争议支付

“先行赔付”基金，对系统漏洞导致

的资金损失先行垫付，设立支付“冷

静期”，对大额交易实施延迟到账，

确保用户资金安全。

（作者系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
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消费者协会近日发布消费提示，近期陆续接
到消费者投诉，因“免密支付”功能导致账户资金被盗
刷，提醒消费者谨慎使用“免密支付”功能，避免因账
户权限过度开放而引发资金损失。当前，“免密支付”
这一付款功能在网络购物中已十分常见，开通该功能
的消费者越来越多。因此，“免密支付”功能导致的账
户资金被盗刷事件也频频发生。对此应从多方面发
力。严格用户授权验证，采用生物识别、多因素认证
等技术强化身份核验。设定交易分级限额，对高频、
大额交易强制二次验证。完善风险动态监测系统，建
立异常交易拦截与用户实时预警机制。推动立法完
善，明确各方权责边界，建立跨部门协同监管机制
等。通过技术加固、制度约束与用户教育相结合，实
现便利性与安全性的动态平衡。 （时 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