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试点开放信用监管数据 便利境外来华人员移动支付

自2025年初以来，中国多个城市陆续启动了信用监管数据开放的试点工作，这一举措迅速引发了广泛关注。据悉，该试点
由中国人民银行牵头，联合多地金融监管部门和支付平台，通过开放部分信用监管数据，简化境外来华人员在移动支付领域的
身份认证流程。此前，境外人员在注册支付宝、微信支付等平台时，需提供本地银行卡或通过复杂的身份验证程序，这让许多
短期访华的游客望而却步。如今，通过试点开放的信用监管数据，支付平台可以更高效地验证用户身份，降低注册门槛，从而
让境外人员能够快速接入中国的移动支付体系。试点城市的具体实施细则显示，信用监管数据的开放主要集中在个人信用信息
、跨境身份验证和支付行为数据等方面。例如，上海作为首批试点城市之一，已与多家国际支付机构合作，允许境外用户通过
护照号码或其他国际身份证明，直接在支付平台上完成注册和验证。这一流程依托于信用监管数据的实时共享，确保了安全性
和便捷性的平衡。与此同时，北京、广州等城市也在积极推进类似措施，预计到2025年底，全国范围内将有更多城市加入
试点。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信用监管数据的开放并非全盘放开，而是采取了严格的分级管理制度。监管部门对数据的访问权限
和使用场景进行了明确限制，仅允许在移动支付、跨境消费等特定场景中使用相关数据。此外，为保障数据安全，试点城市均
采用了先进的加密技术和匿名化处理手段，避免个人隐私泄露风险。这种既开放又谨慎的做法，体现了中国在金融科技领域寻
求创新与规范并重的态度。对于境外来华人员而言，这一政策的直接受益体现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往，许多游客因无法
使用移动支付而不得不携带大量现金，或者依赖国际信用卡在有限的场景消费。如今，通过试点政策的推动，境外人员只需一
部智能手机，便可在中国的商超、餐饮、公共交通等场景实现“扫码即付”。一位来自英国的游客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以前
来中国得带现金，付款特别麻烦。现在用护照注册了支付宝，几分钟就搞定了，感觉和中国本地人一样方便！”不仅如此，信
用监管数据的开放还为跨境电商和旅游经济带来了新的增长点。业内专家指出，随着境外人员使用移动支付的便利性提升，他
们在中国的消费意愿和能力也将显著增强。尤其是在旅游旺季，试点城市的酒店、景区和零售行业预计将迎来一波消费热潮。
此外，开放信用监管数据还有助于推动人民币国际化，通过移动支付的普及，境外人员在华消费时更倾向于直接使用人民币结
算，减少了汇率转换的麻烦。然而，这一政策的推行也面临一些挑战。部分业内人士担忧，信用监管数据的开放可能引发数据
安全和隐私保护的争议。尽管监管部门已采取多重保护措施，但如何在开放与安全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仍需进一步探索。此
外，部分中小城市的基础设施和支付平台的国际化程度较低，可能导致试点效果在地区间的差异化。针对这些问题，相关部门
表示，将在试点过程中不断优化政策设计，逐步扩大覆盖范围，同时加强与国际支付机构的合作，提升整体服务水平。从长远
来看，信用监管数据的开放不仅便利了境外来华人员的移动支付体验，也为中国金融科技的国际化发展铺平了道路。这一政策
的成功试点，标志着中国在全球数字经济竞争中的新突破。未来，随着更多城市加入试点，以及技术与监管的进一步完善，境
外人员在中国的移动支付体验有望更加无缝衔接，为全球游客和商务人士带来更大的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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