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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家银行下调个人账户线上交易限额
有银行单日限额1万元

近期，光大银行、浦发银行、农业银行等多家银行相继发布公告，下调个人账户线上相关业务交易限额，
包括线上转账限额及网上支付交易限额等。对于调整原因，上述银行客服人员普遍表示，主要是为了防范电
信网络诈骗。在业内人士看来，银行加强个人账户和卡片管理是大势所趋，未来银行可能会通过提升风险控
制及金融科技水平的方式，在业务风险防范与用户使用便利之间获得动态平衡。

部分用户线上业务被限额
光大银行主要对网上支付交易限额进

行了调整。光大银行在公告中称，自2022年
5月12日起，将对网上支付交易限额进行调
整，用户通过各类网上交易渠道消费并通过
光大银行支付平台完成的支付交易，默认单
笔限额及单日限额统一调整为1万元。

农业银行主要针对部分用户个人网银
及掌银转账限额进行了调整。

浦发银行成都分行、长沙分行、福州分
行相继发布关于调整个人银行结算账户非
柜面业务限额的公告称，将根据账户使用
情况，适当调整个人银行结算账户非柜面业
务限额。

记者咨询银行客服后发现，多家银行对
线上业务采取的限额措施，需看个人账户实
际使用情况及所在地区相关政策，才能判断
具体限额多少以及是否被限额。例如，农业
银行客服称，不同省份、不同地区的限额调
整不同，同一省份涉及不同个人账户的具体
调整情况也有所不同。以杭州为例，个人存
量客户电子渠道若12个月以上未有过交易
清单，调整后的对外转账限额则可能为单日
1万元；以福州为例，个人存量客户若2年内
没有电子渠道交易及交易清单，则可能单日
限额为5000元。

另外，浦发银行客服称，福州关于非柜
面限额限制有两种情况，第一，从 2021年9
月28日起，各网点在新开个人银行账户后应
立即通过交易将新开个人银行账户纳入非

柜面交易单日限额5000元管控；第二，为福
州分行全辖网点半年以内长期无交易记录
客户；有交易且余额低于100元的V0等级客
户及余额低于1000元的V1等级客户。

“账户进出金额长期异常、长期不使用
账户交易或有洗钱嫌疑的账户，均可能成为
被银行限额的对象，这是银行加强自身管理
风险的手段。”博通咨询金融业资深分析师
王蓬博告诉记者，近年来，电信诈骗及个人
账户违规交易等情况多发，银行承担账户安
全和反洗钱的责任，加大对个人账户线上渠
道管理力度很必要。

加强个人账户管理是大趋势
近年来，银行对个人账户的管理力度

不断加强，从出手清理“睡眠账户”到开始
清理“一人超量账户”，后升级至将余额低
于10元的银行卡纳入睡眠账户。尤其是针
对电信诈骗，多家银行自去年起启动了“断
卡”行动。

业界普遍认为，此次银行下调个人账
户线上相关业务交易限额，是银行针对电
信诈骗等风险事件对个人账户管控的再一
次升级。

目前，线上转账、网上支付等银行线上
业务已被用户广泛使用。对银行来说，加
强账户管控可在一定程度上为用户筑起一
道防范电信诈骗的防线。但从消费者层面
看，可能会为用户的日常消费和交易带来
一些不便。

“加强用户账户和卡片管理将是大势

所趋。”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数字经
济与金融创新研究中心联席主任盘和林
对记者表示，预计会有更多银行跟进个人
账户管理。但如何在客户的便利性和资
金的安全性上寻求平衡，将是银行重点考
虑的问题。

易观分析金融行业高级分析师苏筱
芮对上述说法也表示认同，她认为，银行
在防范风险的同时，也要关注金融服务的

便利性。
星图金融研究院研究员黄大智为用户

提供了如下建议：一是账户盘点意识，用户
自己要做好银行账户管理工作；二是风险管
理意识，用户在第三方支付软件中，对不使
用的银行卡应及时解绑，对长时间不使用的
银行卡要及时注销。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用
户千万不要出租、出售、出借自己的银行卡
或支付账户。 （证券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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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通物流行业堵点全国统一通行证“上岗”
4月18日，全国保障物流畅通促进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电视电话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要求，努力实现“民

生要托底、货运要畅通、产业要循环”，改善物流从业人员工作生活条件并给予延期还贷等金融支持。要足量
发放使用全国统一通行证，核酸检测结果48小时内全国互认，实行“即采即走即追”闭环管理。

畅通货运“大动脉”
“这意味着全国统一的防疫出行政策将

在货运领域率先落地。”贯铄资本CEO、快递
行业专家赵小敏告诉记者。

4月17日，京东物流3246名快递小哥、分
拣员采用“单向物流”方式支援上海，一时间
刷屏朋友圈。京东物流相关人士就此对记者
表示：“这3246名快递小哥、分拣员的工作是
负责末端配送和分拣；主要是京东的订单生
产配送，也会有京东物流服务的企业订单。”

“这次会议起到了一锤定音的作用。”在
赵小敏看来，会议强调，各级政府都要建立
工作机制，集中统一指挥，分工分级负责。

自上周以来，国家发改委、国家邮政局
等多部门都积极发布政策措施，努力打通物
流货运“大动脉”。

“其实在两年前，也就是疫情刚开始的
时候，相关部门就已经建立了统一绿码平
台。但此轮疫情前，该平台还没有试点落
地。”谈及统一通行证，有不愿具名的物流行
业从业人士告诉记者。

该从业人士向记者展示了全国统一通
行证的样式，绿色背景的通行证上明确标注
了始发地、目的地、驾驶人员及随车人员的
身份信息。在填写说明中还详细标注：此证
实行一车一证一线路，始发地、目的地需细
化至县区一级。

4月18日，交通运输部传达贯彻前述会
议精神，出台十项措施保障物流畅通，促进
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其中提到，加快推广使
用统一互认的通行证。对重点物资通行证
发放情况、通行情况实行调度，督促各地进
一步简化通行证办理程序，落实统一标准样
式要求，推进网上办理、即接即办，确保足量
发放，做到全国互认。

“交通运输部已经对统一通行证做了安
排。”上述物流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不过
目前各地政策执行还存在差距，企业申请流
程还比较复杂。”该负责人同时对记者表示
了他的担忧。

会议还强调，不得以等待核酸结果为
由限制通行。要逐个攻关解决重点地区突
出问题。要着力稳定产业链供应链，通过
2000亿元科技创新再贷款和用于交通物流
领域的1000亿元再贷款撬动1万亿元资金，
建立汽车、集成电路等重点产业和外贸企业
白名单。

同时，交通运输部还表示，按照国务院
物流保通保畅工作机制安排，把保通保畅放
在全局工作的重要位置，统筹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统筹疫情防控和保通保畅，统
筹发展和安全，全力以赴为实现“民生托底、
货运畅通、产业循环”提供坚实保障。

“这对相关行业而言肯定是利好。”某涉
足汽车、集成电路的人工智能企业相关负责
人也向记者表示，这意味着相关行业确实受
到物流“堵点”的影响。

物流复苏迎来拐点
“4月17日刚刚办好了生活物资保障通

行证，可以从上海往返杭州和嘉兴。“来自满

帮货运平台的渠师傅向记者表示，有了这个
证就可以下高速，只是从上海过去还要贴封
条、做核酸，等货主来接并签保证书。

随着政策出台，货车司机困在高速的
情况有所好转，物流货运“堵点”正在逐步
打通。

据京东物流方面透露，以昆山为例，由
于全市严格管控，园区、车辆、人员均实行
静默状态，但为了支持上海更好抗疫保
供，经国家发改委、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
室以及上海市与江苏省积极协调、密切配
合，目前沪昆生活物资通行机制已建立并
运行良好，成为一条输送民生物资到上海
的重要“生命线”。

据了解，目前上海电商平台非涉疫大仓
已恢复营业42个，非涉疫前置仓恢复营业
779个，外卖骑手在岗人数1.8万多人，每天
的配送单量180万单左右。同时，超市卖场
等重点保供企业的线下门店也在逐步恢复
营业。截至4月15日，重点超市卖场的非涉
疫门店开业1011家，上岗员工数量较前期增
长37%。

“随着物流保通保畅政策的进一步实施
以及重点企业复工复产的推进，未来几周我
国货运流量有望进一步恢复，但当前货运物
流仍不算畅通。”中信期货分析师张革表示。

安信证券研报认为，近期政策层面高度
重视物流保供，多方积极表态推进物流恢
复。经历了本轮疫情的严峻考验后，全国及
上海防控政策逐步精细化、合理化，愈发重
视物流稳定的重要性，电商平台将恢复运
营，物流节点和从业人员将陆续开放和返
工，货车通行问题也将迎来缓解，整体判断
快递物流迎来复苏拐点。 （证券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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