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款条码市场的三个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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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新网】从 2021 年到 2022 年，收款条码江湖虽然暗流涌动，却

也大势已成，这个“大势”便是回归本源，治理监管持续深入。 

曾经，包括收款条码业务在内的移动支付激活了网络江湖的一泓活水，

串连了百千场景，服务了亿万客户，提升了支付体验，促进了产品创新，

最后，更是编织了商业生态，促进了经济发展，并作为数字经济时代“新

四大发明”之一，代表中国走向世界。 

而今，收款条码业务依然在经济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特别是新冠肺

炎疫情发生以来，收款条码更是以其便捷友好的使用优势，支持了小微企

业及时复工，推动了灵活就业快速发展，并进一步以此为契机，为数字经

济带来更多客群和场景。 

不过，在收款条码业务高歌猛进的大潮之下，依然存在影响其高质量、

可持续发展的风险隐忧。比如，部分不法分子利用收款条码充当赌博、电

诈等黑色产业的支付媒介，甚至有意对抗干扰追溯机制发挥实效；又比如，

个人收款条码长期被用作经营收款，造成不正当竞争，进而影响支付市场

秩序；还比如，部分服务机构过于强调便捷体验，疏于履行管理义务，影

响了收款条码业务的支付安全和信息安全…… 

凡此种种，都呼唤相关方面不断加大规范力度，持续提供公共产品，

以有为监管形塑有效市场。2021年 10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加强

支付受理终端及相关业务管理的通知》（下称“《通知》”），为收款条码

业务规范提供了原则框架。 



 

 - 3 - 

作为上述规范的余波荡漾，近日，中国支付清算协会和支付宝、微信

支付又分别发布了优化条码支付服务的公告，新设了“个人经营收款码”，

明确了个人收款码可以继续使用，同时强调了尊重用户的知情权、选择权，

优化营商环境，提供更好服务。中国收款条码业务未来转型发展的大幕由

此徐徐拉开，并将深刻影响支付市场、实体经济乃至社会生活。 

在当下的经济生活中，存在不少小微商户使用个人收款条码进行经营

性收款的情况。确实，对于这些商户来说，由于本身“亦商亦民”的特色

定位，使用个人收款条码（而非商户收款条码等）不仅在认知、情感和体

验等方面更加亲和，也更能节省费率成本，便利后续使用。也正因为如此，

当央行《通知》发布以来甚至征求意见期间，作为个人的小微商户应不应

该、能不能够继续使用个人收款条码开展经营活动，成为行业乃至社会热

议的重要话题。 

对此，支付清算协会《关于优化条码支付服务的公告》（下称“《公告》”）

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在此前行业通行的个人收款条码和商户收款条码两

大类别，又正式细分出了“个人经营收款码”，在服务不减、体验不变、

赋码过程免费的基础上提供给用户自由选择使用。这样，不但不具有明显

经营特征，且用途定位于小额及无真实商品或服务交易背景的个人收款业

务依然不受影响，个人商家也因此有了更多选择。 

虽然较之市场猜测，《公告》对个人经营收款码的推出要“温和”许多，

体现了自律监管的灵活性，但需要强调的是，包括小微商户在内，收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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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业务未来的规范化走向将日益强烈。 

对于这一趋势，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理解： 

首先从小微商户自身业务转型升级的角度观察，进入互联网时代，随

着线上业务特别是电商经济的蓬勃兴起，中国小微商户发展再次进入“井

喷”期，对其进行规范治理的精神在此前发布的《电子商务法》中就有显

示。对于由一般个人发展而来的小微商户，不但需要政府呵护，也需要监

管规范，甚至对于其优质发展而言，规范的作用还要大于呵护。在实际的

经营活动中，商户往往也正是因为业务规范等外力的介入，才使自身发展

再攀高峰。 

其次，从支付市场法治体系建设的角度观察，即使开展经营活动的主

体是个人，但此个人毕竟不同于“不开展经营活动”的彼个人。对于这种

经济现象，现代民商法很早就创设了“商个人”的范畴，为其匹配了不同

于一般个人和企业公司的权利义务，使其更契合“个体经营”本质。这一

规范思路在中国“个体工商户”和“个人独资企业”等法律概念中也得到

体现。具体到收款条码业务，在个人收款码之外新设个人经营收款码也是

前述思路在支付领域的继承和发扬。 

最后，个人经营收款码的推出寓服务于规范，非但不会给现有业务带

来冲击，反而会助力相关市场成长。一方面，基于先前业务经验和市场观

察，真正需要且最后确实将个人收款码转换为个人经营收款码的用户并不

多（低于 3%），绝大多数开展零星经营活动的农户、城市商业摊贩等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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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波及。不仅如此，转码成功之后，小微商户还会由此获得相关机构的更

多“赋能”，如支付账户不再局限于储蓄卡，获取更多数字经营工具等，

并且其需要承担的费率也有望在国家减费让利号召和平台社会责任承担的

大背景下持续降低，更有利于其专注经营能力和品牌形象的提高。 

除了新设个人经营收款码之外，收款条码业务《通知》和《公告》最

引人瞩目的就是其对安全性的强调。如果说“快捷”曾经定义了条码支付

星火燎原的全程，锻造了“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的产品设计方法论，甚至

使互联网产品的“快”文化在全社会入心入脑，那么“安全”则会将附着

于互联网经济的支付拉回金融业务轨道，重新发现安全价值和本分文化，

并为“体验”这一为互联网“快捷”思维独占话语权的领域，注入更多元

的价值追求。 

现在看来，收款条码业务曾经单方面的快捷追求不仅“霸蛮”而且

“低下”。商户将其个人收款条码简单打印张贴就可用于经营活动，不仅

不利于消费者权益保护，不利于商户自身精细经营，甚至有意无意为不法

分子所利用，成为黄赌毒等违法犯罪行为的工具。并且伴随着资金流在缺

少风险管控手段下的“裸奔”，信息流也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其影响甚

至溢出金融领域而具有了对全社会的负外部性。 

针对前述风险，虽然《公告》在此着墨不多，但《通知》却提供了基

本的管理规则。在对条码支付受理终端和辅助受理终端进行管理的基础上，

《通知》进一步要求各类收款服务机构制定分类制度，区分不同条码的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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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场景和用途，防范收款条码被不当甚至非法使用，并原则上禁止个人静

态收款条码用于远程非面对面收款，试图平衡快捷和安全两组价值，维护

商户和客户两重权益。 

重拾安全价值落实到《通知》的具体条款，最直观的就是强调真实的

场景、真实的用途、真实的用户类别。坊间对此的确有不同的观点，而正

确的理解方式是将收款条码业务重新置于小额、便民的语境。 

因为“小额”，所以才根据不同条码类型和使用场景设置不同的管控

手段，这是对过去收款服务机构粗放经营的纠偏而非倒退；因为“便民”，

所以才根据真实经营需要（而非违法犯罪需要）区分特约商户，守护消费

者的资金和信息安全，须知，便民一定是安全基础上的便民，而脱离安全

之后，再快捷的便民也宛如镜花水月，不仅戕害客户合法权益，也影响经

济长远发展。 

不仅如此，在《通知》确定的规范框架之下，《公告》还为收款条码业

务适应监管提供了足够的“安全气垫”。比如，充分尊重用户的知情权和

选择权，对于新设的“个人经营收款码”强调“自由使用”，且会提供更

高效的交易对账等衍生服务；又比如，现行个人收款码也“不关闭、不停

用、功能不变”。这样，新监管规则的提出非但不会对现有市场正常秩序

进行冲击，反而会因为对包括安全在内多元增值服务的提供，而有利于营

商环境的进一步优化。 

由于蕴含行为纠偏和价值回归双重导向，对数字经济时代收款条码业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385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