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年上半年收官！支付行业认领 36 张罚单，罚金接近 9800 万元 
 

2022 年上半年的最后一天，支付机构被罚情况完整出炉。6 月 30 日，北京商报记者

根据央行各分支机构发布的信息统计发现，仅从披露时间来看，2022 年上半年，第三方支

付行业不论是罚单数量还是罚没金额，较上年同期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过去的半年间，

32 家支付机构共计被罚没 9794.89 万元，商户管理和反洗钱成为被罚的重灾区。 

36 张罚单出炉 

罚单年年有，今年特别多。6 月 30 日，据北京商报记者不完全统计，2022 年以来，

央行针对第三方支付领域共计发布 36 张罚单，共计 32 家机构遭罚没 9794.89 万元。 

与 2021 年上半年相比，2022 年上半年罚单数量和罚没金额均有大幅增长。上年同

期，央行共计发布 26 张罚单，23 家支付机构被罚 9461 万元。其中，仅福建国通星驿网

络科技有限公司就被罚没 7016 万元。 

从被罚没金额来看，支付机构最低被处罚款 3 万元，最高超过 2200 万元。2022 年上

半年，央行一共披露了 2 张千万元级别罚单。银盛支付服务有限公司被罚没 2245 万元，

是年内被罚没最多的支付机构。此外，快钱支付清算信息有限公司年内被罚 1004 万元。 

尽管最高罚没金额相比上年存在较大差异，但年内百万元级别罚单数量明显增多。年

内的 36 张罚单中，包括责任人被罚在内，有 14 张罚单所涉及的罚没金融超过百万元，占

比接近 40%。其中还有 3 张罚单涉及金额超过 700 万元。而在 2021 年，仅有 5 家机构领

到百万元罚单。 

进一步拉长时间线来看，近几年央行针对第三方支付违规处罚的金额持续上升。2020

年大额罚单频出，合计罚没总金额超过了 4 亿元；2021 年罚没情况比 2020 年有所缓解，

千万以上罚单有 4 张。 

在零壹研究院院长于百程看来，第三方支付是很多网络诈骗、洗钱违法行为的通道，

针对支付市场的各种乱象，从 2015 年开始，央行严控了支付机构的市场准入，出台了备

付金、分类监管等办法，同时加大了非银支付违规行为行政处罚的力度。 



“随着近些年监管力度不断加强，支付领域整体合规程度有所提升。”于百程指出，

2022 年上半年罚单金额与上年同期相比有小幅增长，但罚单数量增长较多，平均单笔处罚

金额较上年同期明显缩减。这一结果显示出在监管加强的背景下，支付领域特别重大的支

付违规事件在减少，但数量依然不减，行业合规问题依然有一定的普遍性。 

易观分析金融行业高级分析师苏筱芮同样表示，2022 年上半年这一罚单增长情况，

也能够充分表明监管对支付合规工作的重视程度，同时也反映出支付行业从重从严监管的

态势。 

持续提高合规意识 

另从罚单违法事宜来看，32 家被罚机构中，仅有少数涉及到违反备付金管理规定、

违反特约商户实名制审核管理规定等单条违法，多数机构均涉及到多条违规行为。商户管

理和反洗钱也依旧是被罚的重灾区。 

一直以来，为了避免支付机构卷入到各类违法案件中，央行对于支付机构商户管理都

有明确要求，罚单中对于客户身份识别违法行为分类也更加细化。过往的罚单中，涉及到

商户管理和反洗钱的内容也十分常见。 

究其原因，苏筱芮认为，一方面，商户管理和反洗钱涉及到的商户数量多、交易规模

广，历来是支付机构的合规薄弱之处；另一方面，这些合规薄弱区需要内部建立完善的管

理系统，编制严密的“防护网”，部分机构缺乏内控管理，还有部分从业人员合规意识低下

甚至为了所谓利益主动违规，给机构合规工作造成了隐患。 

“此外，外部的洗钱手段不断翻新，不乏高学历或专业人员参与其中，这为支付机构

做好反洗钱工作提升了难度，给机构合规带来了不小挑战。”苏筱芮补充道。 

于百程指出，近两年支付违规领域有所集中，包含了违反商户管理规定、违反收单业

务管理规定、违反支付结算管理规定、违反反洗钱相关规定等。并且，当违规行为较为严

重时，对第三方支付相关负责人同样进行处罚，“双罚制”比例越来越高，这也对支付机构

起到一定的警示作用。 

于百程认为，合规问题依然是目前支付领域的主要问题之一，当下行业正处于牌照续

展阶段，合规问题突出的公司将影响牌照续展，从而进一步影响到业务层面的持续。 



针对后续支付机构的合规建设，苏筱芮建议，一是提升合规意识，建立基本合规制

度，畅通跨部门协作，明确分工的同时将责任落实到人；二是加强风控水平，灵活运用大

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型技术提升合规工作效率；三是适时调整策略，加大商户巡检等工作

力度，防范外部风险蔓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