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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银支付机构备付金监管再升级，“三足鼎立”监督体系

初形成 

2021 年 1 月 22 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非银行支付机构客户备付金存管办法》（以

下简称《办法》），进一步明确了非银支付机构客户备付金的账户管理、使用与划转、

监督管理及违规处罚条款，规范了备付金的集中存管业务，强化客户备付金监管，保障

客户备付金安全，促进支付行业健康有序发展。《通知》自 2021 年 3 月 1日起正式施

行，主要有以下关注点： 

第一，《办法》明确了人民银行对非银支付机构客户备付金的全额接管权。2013

年《支付机构客户备付金存管办法》规定支付机构客户备付金必须全额缴存至支付机

构在备付金银行开立的备付金专用存款账户，只设立备付金专用存款账户，2021年《办

法》明确了人民银行的接管权，客户备付金应当直接全额交存至人民银行或者符合要

求的商业银行，分别设立备付金集中存管账户和预付卡备付金专用存款账户。备付金

是非银支付机构的重要风险敞口，多家支付机构出现挪用和占用客户备付金的现象，

偏离支付服务的主业，造成了严重的风险隐患，商业银行缺乏监管支付机构备付金的

动力，在履行备付金存管监督职责方面存在缺位，集中交存至央行以行政手段强化了

对备付金的监管。这并不会造成非银支付机构的“措手不及”，备付金集中交存至央行

并不是搞“突袭”，央行早在 2018 年就发布通知要求到 2019 年 1月 14 日实现备付

金 100%集中交存，支付机构已在规定的时间完成备付金集中交存工作。此外，符合条

件的商业银行进一步扩容，由总资产不得低于 2000 亿元改为总资产不得低于 1000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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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随商业银行资产规模的扩张，更多商业银行将有资格参与备付金管理，有利于改善

备付金管理的市场竞争秩序。 

第二，建立由中国人民银行及其分支机构、清算机构和备付金银行组成的“三足

鼎立”的备付金监督管理体系。《办法》最大的变化是纳入了清算机构这一主体，负责

非银支付机构备付金集中存管账户的资金划转，即管理非银行支付机构在人民银行开

立的备付金账户。监督主体纳入清算机构后，中国人民银行及其分支机构、清算机构、

备付金银行形成“三足鼎立”的监督体系，中国人民银行及其分支机构对客户备付金存

管业务活动进行全面监督管理，清算机构和备付金银行分别对备付金集中存管账户、

预付卡备付金专用存款账户中客户备付金的存放、使用、划转实行监督。《办法》规定

支付机构应选择一家清算机构作为主监督机构，对其所有备付金的存放、使用和划转

进行整体监督，进一步突出分级、分层的监督管理机制。 

第三，允许支付机构客户备付金互转，支持支付机构间合规的业务合作。2013年

原备付金存管办法明确规定不同支付机构的备付金银行之间不得办理客户备付金的划

转，2021 年《办法》支持非银行支付机构之间因合作产生的、基于真实交易的客户备

付金划转，可通过清算机构在备付金集中存管账户之间进行。这并不意味着监管放松

了对支付机构资金划转的要求，而是紧跟时代潮流、满足市场发展需要、支持支付机构

合规合作的创新之举，明确规定非银行支付机构之间不得相互直接开放支付业务接口、

不得相互开立支付账户，清算机构需要挑起“监管重担”。 

第四，单独设立罚则一章，加大支付机构违规处罚力度。2013 年原备付金存管办

法依据《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进行处罚，法律层级低、处罚力度

弱，2021 年《办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提高法律层级、加大

违规成本。《办法》单独设立罚则，详细规定了非银行支付机构、备付金银行、清算机

构、特定业务银行不同违规情形下的处罚方式，设定了严格的处罚标准，充分体现了央

行对支付行业的强监管和严治理，进一步促进支付行业稳健合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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