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融监管

日前， 国家外汇管理局通报
了25个外汇违规典型案例， 严厉
处罚企业虚构贸易背景逃汇、个
人非法买卖外汇、 银行纵容虚假
交易等外汇违规行为， 总计处罚
没款达3385.54万元人民币。

企业虚构贸易逃汇
监管严审核重惩处

外汇交易真实、 合法是外汇
管理的基本要求， 但总有不法企
业往往挖空心思构造交易背景逃
汇，导致外汇非法流出，造成跨境
资金流动风险。

通报显示，2015年7月至9月，
捷汇通（天津）贸易有限公司编造
采购合同，虚构进口贸易，以“预付
货款” 名义对外支付4825.78万美
元， 造成大额外汇资金非法流出。
根据《外汇管理条例》规定，该公司
被处以罚款606万元人民币，成为
此次通报中被处罚金最高的企业。

【解读】 相关管理部门人士
表示， 外汇局为提升贸易便利化
水平，不断简化审核单证要求，但
简化单证不是放弃真实性审核，
一笔真实的贸易资金收付， 必须
有真实货物流和资金流， 否则将
受到严厉查处。

个人非法转移资金
监管细申报明责任

近些年， 个人非法买卖外汇、
向境外非法转移资金的违法违规
行为时有发生，不少人违规购买境
外投资性保险、境外购房等，这迫
使外汇管理部门进一步细化个人
购付汇申报内容， 强化真实性审
核，加大对个人违法违规行为的打
击力度。

通报 显示 ，2014年 9月 至
2015年9月， 祝某为逃避监管，将
1291.4万港元通过地下钱庄兑换
并转入境内本人人民币账户，涉
及金额1034.74万元人民币，构成
非法买卖外汇行为， 被处罚款36
万元人民币。

【解读】 相关管理部门人士
表示，被确认拆分购汇、办理可疑
结售汇交易的个人， 或被纳入个
人结售汇“关注名单”管理，这意
味着两年内不再享有5万美元的
个人便利化外汇额度。

银行把不好“关口”
责令停止相关业务

银行作为跨境资金流动的重要
渠道，应把好“关口”，但在利益面前，
部分银行把控不严、内控缺失，未能
将真实性审核职责落到实处。

通报显示，2016年5月至7月，
宁波银行上海张江支行在企业提
交的海运提单均为复印件，收货人
名称与该企业不一致，不能证明该
企业拥有相关货权和真实转口贸
易背景的情况下，未对转口贸易及
单证真实性、合理性进行尽职审核，
为该企业办理转口贸易付汇4笔，
金额合计9217.69万美元。监管部门
不仅对该支行处以100万元人民币
罚款，更责令其停止经营对公售汇
业务1年。

【解读】 相关管理部门的人士
表示，当下，部分银行存在重业绩轻
合规、重资金风险轻政策风险的问
题，真实性审核形同虚设。作为跨境
资金流动的“把关人”，银行应正确
处理自身利益与外汇合规的关系，
认真落实“展业原则”要求，进一步
提升外汇业务合规性水平。

■据新华社

外汇局对市场乱象“亮剑”
罚没3000多万元警醒违规者8 月 7 日 ， 腾 讯 控 股

（00700.HK） 股价盘中再创
历史新高价320.6港元， 最新
总市值为30375亿港元，超阿
里巴巴的3878.27亿美元（约
30325.7亿港元）， 成中国市
值最大的上市公司， 在全球
市值排名中位列第8位，仅次
于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哈撒韦
公司。

据福布斯实时富豪排
行榜， 目前马化腾身家361
亿美元， 超过了马云的356
亿美元，成为中国首富。

阿里巴巴在美国上市
后， 阿里巴巴和腾讯的市值
就处在你追我赶的状态。今
年以来， 关于腾讯股价破历
史记录的报道总是不绝于
耳。2017年7月24日是个历史
性时刻， 腾讯股价正式站上
了300港元的高位， 收盘报
302.2港元， 市值创了历史新
高， 达28647.96亿港元。当
日， 它的市值只比阿里巴巴
少130亿美元， 短短两周后，
腾讯市值成功超车。

腾讯控股股价大涨与其
大热的游戏产品———王者荣
耀脱不开关系。《王者荣耀》
一季度营业收入在60亿元左
右， 估计为腾讯控股贡献了
17.6亿元的净利润。

这不是马化腾的身家今
年第一次超越马云，5月18
日， 腾讯股价受前一日腾讯
公布的第一季度财报的刺激
股价飙升， 让马化腾的身家
在当日短暂超越过马云。如
今再现了这一幕， 不过马化
腾是否能坐稳这首富的位
置， 要看腾讯股价的增长势
头是否能稳住了。

■本报综合

马化腾超越马云
成中国首富

影响

日前已进入试运行的转
接清算平台网———联正式设
立。8月7日，记者从人民银行
长沙中心支行获悉， 央行近
日发文， 从2018年6月30日
起， 类似支付宝等第三方支
付公司受理的， 涉及银行账
户的网络支付业务， 都必须
通过“网联支付平台”处理。

简单说， 就是央行即将
要把第三方支付“收编”了，
以往， 第三方支付机构都是
直接跟各银行对接， 导致客
户交易央行无法监管。现在，
央行通过组建“网联”，把清
算系统牢牢掌握在自己手
中，通过“网联”又控制了第
三方支付。

业内人士认为， 网联的
成立显示了央行加强第三方
支付平台交易监管的决心。
那么，“网联平台”的出现，又
会给消费者带来什么影响？

央行牵头设立
“网联”平台

8月4日，央行下发文件，
明确要求各非银行支付机构
的网络支付业务必须由此前
的直连模式转移至“网联”平
台处理。 很多我们熟知的如
支付宝、 财付通等互联网第
三方交易平台均在这一次的
“收编”计划当中，而随着文
件内容的公布， 最终时间也
得以敲定，2018年6月30日之
前， 所有网络支付业务必须
完成相关转移工作。

什么是“网联”？简单的
说，它就是“非银行支付机构
网络支付清算平台”的简称，
是由中国支付清算协会组织
成立的， 是专门为第三方支
付机构搭建的一个共同拥有

的转接清算平台， 不直接开
展支付业务。

业内人士分析称 ，“网
联”的成立，显示了央行加强
第三方支付平台交易监管的
决心， 也能有效遏制第三方
支付机构违规从事跨行清算
业务等问题。

消费者移动支付
不受影响

据艾瑞咨询估计，2016
年中国第三方移动支付交易
规模约为58.8万亿元，其中支
付宝和微信合计约占市场份
额的92%。

移动支付的迅猛发展，
也出现了支付机构挪用备付
金、盗取资金等问题。文件的
出台， 作为央行掌握具体商
品交易信息和资金流向的有
效举措， 是否会对消费者的
移动支付行为产生不利影
响？

业内人士认为， 从用户
的角度来看， 无论存不存在
“网联”， 只要现在的第三方
支付服务的使用方法不变，
那么对用户就基本上不会有
什么影响。相反，平台的出现
还有可能让用户的财产安全
有更多保障， 一旦被某些骗
局所坑害， 也能够迅速通过
数据进行相关取证。

湖南金融法制研究中心
主任、 湖南商学院法学教授
杨峥嵘则认为， 当下的支付
形式呈现多样性， 设立“网
联” 或成为金融市场改革的
过渡性措施，“当市场主体养
成自律和自我约束等良好习
惯后， 以资金监管为目的网
联平台或许会消失。”

■见习记者 黄亚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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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设立“网联”，“收编”第三方支付
市民移动支付不受影响，财产安全有更多保障

在全新的体系之下，支付公司、银联、央行等又各
自受到哪些影响呢？

支付公司 后台清算体系的变更， 既不会影响业
务，也不会影响沉淀资金（虚拟账户余额），对银行的
议价地位下降。央行能够更加高效地监测支付公司的
业务，及时遏制违规行为，有望使整体行业更加规范
有序。借助清理整顿互联网金融的时机，某些业务不
规范的害群之马可能会被加速清理。

银行 由于目前是否能够与网联合作并获得相关
支付信息，还没有一个准确的结果，因此现在就判断
银行是否得利还为时尚早，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一旦
答案是肯定的，那这将会为银行方面解决交易信息遗
失这一大心病。

银联 新平台的出现也就意味着长久以来想要将
银行卡网上交易的清算也收归旗下的努力， 宣告失
败。这并不是一个好的消息，不过好在银联在银行卡
线下交易的跨行转接方面还保有绝对地位。

央行 将清算业务重新划归账下，并且“收编”了
第三方支付平台，成为了真正的赢家，并且经历了这
次整合，今后的各项工作也能够更流畅的开展。

支付宝、微信和银联,你们还好吗

新闻多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