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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提供免密支付的机构称，
他们大多会通过技术手段和业务
控制最大限度地保证支付安全，比
如通过反欺诈系统监测用户的交
易行为并对异常交易进行预警，通
过数字证书技术保证交易设备和
交易过程的安全，对商户进行严格
筛选等。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消
费者有权根据自己的需求、意向和
兴趣，自主选择自己满意的商品或

服务。专家表示，消费者对支付途
径同样有知情权，可以选择是否进
行该途径的支付，商家不能采取较
为隐蔽的方式，直接替消费者“默
认”勾选，这涉嫌侵犯消费者的自主
选择权和知情权。

北京德和衡（杭州）律师事务
所律师程学林表示，目前支付方
式多样，必须充分保障消费者的
知情权。交易平台有义务引导消
费者进行选择，告知消费者支付

风险，在交易过程中对支付步骤
作出明确提示，保障消费者的支
付安全。

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曹
磊表示，便捷快速的网上支付方式
的普遍应用是未来大势所趋，但目
前快捷型支付还有很多问题亟待解
决，包括怎样更好地保障用户隐私、
优化安全系数等，同时还要有兜底
方案，完善补偿机制。

（据新华社杭州1月15日电）

尽快提升快捷支付的安全性保护

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几秒钟就被划走上千元

用购票APP“免密支付”风险有多大？

春运车票、机票
正在销售，手机购票
因便利快捷受到越
来 越 多 用 户 的 青
睐。近日，有消费者
发现，在一些购票
APP上购买机票时，
只填写一个手机短
信验证码就可以完
成交易。

这种“无主动授
权、无醒目提示、无
支付密码”的“三无”
购票支付方式，遭不
少网友吐槽“缺乏安
全感”。

近日，贺女士通过“去哪
儿”APP购买一张从杭州飞往
北京的机票。选定航班班次、
填完个人信息后，她用一张储
蓄卡付款。

由于此前该卡并未绑定
“去哪儿”，她按照要求填写了
姓名、身份证号、银行预留手
机号码，之后收到一条6位的
验证码短信。贺女士认为这
只是验证信息，但输入验证码
后惊讶地发现，自己竟在瞬间
被动完成了交易，第三方平台
从银行账户划走了 1000多元
机票钱。

“支付难道不需要支付密
码吗？怎么能只凭一个短信验
证码就直接划款？”贺女士说，
整个过程平台从未提示这是在
进行支付交易，也没有明显提
示输入验证码即为确认支付。

重庆的罗先生一个月前
在携程网订机票时也遇到了
类似情况。网站没有要求输
入支付密码，几千元就被划走
了。“我当时就联系银行和携
程。双方回复说有合作，不管金
额大小，直接闪付不用输密码。”

记者致电“去哪儿”APP客
服，对方称，这就是“去哪儿”
APP购票的一般流程，不需要
支付密码这件事，属于用户和
开户行之间的事，“我们平台
再智能也不可能从银行直接
把钱划走的”。

既然平台号称跟自己没
关系，那么是否是银行的责任

呢？记者致电贺女士储蓄卡
发卡行工商银行客服。工作
人员表示，经用户同意，工行
网银等支付渠道是可以开通
300 元以下的小额免密支付
的，其他都需要支付密码或者
网银密码。“但是，和第三方平
台签订相关协议后，是可以授
权平台通过其他方式验证、完
成支付的。”

记者在“去哪儿”APP上发
现，在支付界面下方有一行字
体非常小、默认自动勾选的规
则。打开后发现，共有19条细
则，其中第五条规定：“您认可和
同意：输入个人信息进行交易即
视为您确认交易和交易金额并
已不可撤销地向系统发出指令，
银行或第三方支付等金融机构
将根据您的指令从您绑定的银
行卡中将您确认的交易资金划
扣给收款人。”

业内人士表示，这是通过
银联完成的认证支付，是手机
支付的一种方式。如果勾选
相关选项，即认可、授权可通
过一些验证方式，如通过手机
短信等完成认证支付等。

这种支付方式的安全性
如何？记者使用一部他人的
手机，分别登入携程和“去哪
儿”APP进行购票操作。由于
该手机已分别在两个 APP 中
绑定了银行卡，记者在根本不
知道该卡密码的情况下，仅凭
借验证码短信，就顺利购买了
机票。

不用支付密码
几秒钟就被划走上千元

记者发现，“去哪儿”APP的做
法并非个例。在各类投诉平台和
网络论坛，对此类购票 APP“免密
支付”的吐槽很多，有不少消费者
大倒苦水，称对于无需支付密码
就可完成交易的所谓“授权”毫不
知情，因此被盗刷钱财的情况屡
见不鲜。

中国电子商务投诉与维权公共
服务平台曾接到一位上海用户对购
票网站“格瓦拉”的投诉，称其免密
支付无醒目提示。

“整个过程没有任何窗口弹出
告诉我是免密支付，没有经过我任
何授权。”该用户称，客服告知这是

上海银行“上银快付”的特征，不需
签约不需密码即可支付。但从消费
者角度，即使第三方支付的小额免
密，也应通过窗口提醒、要求授权获
得许可。

在免密支付的问题中，消费者
常常在毫无察觉的情况下被强行默
认勾选授权，是另一个被诟病的“霸
王”做法。

记 者 在“ 去 哪 儿 ”APP 上 发
现，尽管其规则上说明“输入个
人信息进行交易即视为向银行
或第三方支付等金融机构发出
指令扣款”，但并未明确告知消
费 者 这 个 行 为 无 需 输 入 密 码 。

而且，该授权协议已经被平台默
认勾选。

记者还发现，平台还存在“霸王
条款”嫌疑。“首次绑卡支付后，以后
每次使用该卡支付，视同已经阅读
并同意该规则。”这就意味着，消费
者如果首次支付时没有点开该规则
阅读，之后就再也没有机会看到该
规则了。

虽然免密支付客观上方便了消
费者，但也增加了被盗刷的风险。
杭州市民徐先生告诉记者，去年12
月，他的手机曾被同宿舍同事马某
盗走，马某利用小额免密支付功能
盗刷了4000余元。

无主动授权、无醒目提示、无支付密码，“三无”支付隐患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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