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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3月1日起个人收款码禁用于经营性服务”及
“禁止个人静态收款条码被用于远程非面对面收款”的消息
昨天刷屏网络。记者获悉，这一消息源自央行近期发布的
条码支付监管新通知。

近日，四川省教育厅发布的一份文件，对小学和初中阶段的作业、考试等方面
做出进一步要求，其中关于降低考试难度的细则引起网友热议：小学生平均分不
低于满分的95%。

“家长不知道孩子的真实水平会更焦虑”“开盲盒式中考”“孩子以后缺乏竞争
力怎么办”……面对地方的减负大招，网友们又吵翻了。

明年3月1日起——

微信、支付宝个人收款码不能用于经营收款
对普通消费者有啥影响，来看看权威解读

《通知》对消费者和小微商
户有哪些影响？央行相关负责
人表示，《通知》总体上有助于
更好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
利于防范不法分子通过改造支
付受理终端、申请虚假商户等
手段盗取消费者个人信息，甚
至盗用账户资金，有利于提升
银行、支付机构的对账单、交易
信息查询等服务质量，充分保
障消费者知情权，减少相关纠
纷和投诉；长远来看，《通知》关
于规范个人收款码的相关要求
将进一步提升对个人经营者和
小微商户的收单服务质量。

有细心的网友发现其中的
关键词，新规并非对收款码的
商用完全禁止，只是不能通过
个人的收款条码来进行经营性
收款。

收款码分为个人和经营用
收款码，其中，将受到约束的主
要是个人静态收款条码。按照
规定，个人静态收款码原则上

禁止用于远程非面对面收款，
并将有明显经营特征的个人收
款条码用户参照特约商户管
理。对具有明显经营特征的个
人收款条码用户参照特约商户
管理，要求为此类个人用户提
供商户收款条码，提升对个人
经营者的收单服务质量。

简单来说是要求商户提供
微信、支付宝经营性二维码，以
后不能用个人二维码收经营性
收款。

据悉，个人可以将收款码
申请变更为经营性用途，但变
更的标准相关部门还在研究
中。

条码支付监管新通知对有
明显经营特征的个人收款条码
用户，只需要个人收款条码换
成商户收款条码（参照特约商
户管理），收款不受影响。

对于普通消费者，正常扫
码支付或收款没有影响。

（央视、北京日报）

《通知》还对远程非面对
面收款进行了说明。条码支
付收款服务机构应当采取有
效措施禁止个人静态收款条
码被用于远程非面对面收
款。对于通过截屏、下载等方
式保存的个人动态收款条码，
应当参照执行个人静态收款

条码有关规定。“将条码支付
纳入监管，弥补了之前可能被
洗钱利用比较多的条码支付
通道漏洞。”博通咨询首席分
析师王蓬博分析称，特别是对
个人收款码的管理，《通知》的
要求会有效避免个人收款码
通道被交易平台利用。

央行有关部门负责人具体
解释称，近年来，个人收款条码
得到广泛运用，提高了资金收
付效率，但也存在一些风险隐
患。如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跑
分平台”，以高额收益吸引大量
人员使用个人静态收款条码与
赌客“点对点”线上远程转移赌
资，将赌资分拆隐藏于众多正
常交易场景。为在防范风险的
前提下更好发挥收款条码的普
惠性、便利性，《通知》提出一些
针对性要求。

其中，《通知》对收款条码
管理进行了说明，对于个人或
特约商户等收款人生成的，用
于付款人识读并发起支付指令
的收款条码，应有效区分个人
和特约商户使用收款条码的场
景和用途，防范收款条码被出
租、出借、出售或用于违法违规
活动。对于具有明显经营活动
特征的个人，条码支付收款服
务机构不得通过个人收款条码
为其提供经营活动相关收款服
务。

这一消息源自央行近期发
布的条码支付监管新通知。
2021年 10月 13日，央行官网
发布《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强
支付受理终端及相关业务管理
的通知（银发〔2021〕259号）》，
从支付受理终端业务管理、特

约商户管理、收单业务监测三
个方面入手，对收单机构和清
算结构提出了一系列的管理要
求。与此同时，条码支付也被
纳入监管，对个人收款条码的
使用规范做出具体规定，并将
于2022年3月1日起施行。

央行发布条码支付监管新通知

有关部门负责人：为了防风险隐患

禁止个人静态收款条码
被用于远程非面对面收款

对消费者和小微商户有哪些影响？

这个省份发布了一份文件
要求小学生平均分不低于95

降低考试难度能减负吗？

有网友表示，减负应该是减掉学
生在掌握应掌握的知识之后，为了片
面的高分以极高的边际成本做的事
情，“一刀切”地降低考试难度，此举是
否和减负的初衷相违背？

储朝晖认为，这只能说这份文件
中的措施并没有解决关键的问题，至
于其效果如何，还需要时间来检验。

“中国学生的学业难度，在国际上处
于中间状态，不是最难的，但也不简单。
过去，我们主要要求学生的知识掌握情
况和考试水平，对其他方面的要求太低，

对所有孩子以一个标准来要求，而没有
根据孩子的实际情况因材施教。”储朝晖
表示，“双减”最关键是要提高效能，而不
是简单地减少学习的知识。

专家建议，更有效的解决方式是，
中考不对孩子做选拔，重在考察孩子
在义务教育阶段对知识的掌握程度，
只要达标就具备继续就读高中的资
格。至于高中应该如何选择学生，可
以考虑学校和学生之间进行双向选
择，这样，整体上才能更有效减轻中小
学生的学业负担。 (中新网)

“双减”以来，针对试题难度问题，
这一点教育部已经做出过说明。

今年8月，教育部发布的《关于加
强义务教育学校考试管理的通知》，其
中提到，除初中毕业生升高中考试(学
业水平考试)外，其他考试不具有甄别、
选拔功能。

同时，目前部分地方和义务教育
学校存在考试次数偏多、难度较大、质
量不高、结果使用不当等突出问题，违
背素质教育导向，造成学生负担过重、
应考压力过大，损害了学生身心健康，
必须予以纠正。

这份文件也提出，要规范考试命

题管理，不出偏题怪题，减少机械记忆
性试题，防止试题难度过大。

不过，防止试题难度过大，就意味
着要推行全员高分吗？

“如果高考或中考这种关键性的
考试难度没有降下来，那么平时的考
试难度降下来，并不能减轻家长的焦
虑。”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
晖认为，只有改变总分排队的模式，才
有可能从根本上减轻家长的焦虑。

他表示，仅仅改变考试难度是解决
不了问题的，要改的是升学录取时的总
分模式。如果说一定要改，最终可能需
要改的就是中考和高考的难度。

引起广泛关注的，是降低考试难
度的细则。网友们将#四川要求小学
考试平均分不低于满分的95%#这个
话题送上热搜。

有网友表示，这个标准其实算是
合理，但是不能只降低考试难度，教学
能力得跟上。

也有人认为，这是在为难老师和
出题人。

更多的人说出了内心焦虑：平时

考试简单，升学考试难度不减，这是
要“开盲盒”式升学？这样一来，“双
减”的压力又转移到了家长这边？
还有网友称，“我可不想以后孩子会
问我：我考了 95分为什么读不到高
中？”

类似的顾虑和质疑声还有很多：
轻易取得高分，会不会让部分孩子误
以为不需要付出多大的努力也一样取
得优异成绩？

为减轻学生考试和作业负担，近
日，四川省教育厅发布了《关于进一步
做好义务教育学校考试和作业管理的
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在考试方面，《通知》明确，非初中
毕业年级考试应准确研判学生阶段学
习水平，切实降低考试难度。各学科
考试难度系数，小学不低于0.95(即平
均分不低于满分的95%)，初中不低于
0.85，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不低于0.70。

在作业方面，实行学科轮流作业

制度，每天布置书面作业的学科：小学
一二年级，可安排1-2个科目的书面
作业，在课堂内和课后服务时段完成，
不得安排学科类书面家庭作业；三至
六年级，书面作业控制在2科以内，七
八年级控制在4科以内，九年级控制在
5科以内。

此外，每周的作业中，学科类作业
不得超过70%，实践探究类作业不得少
于30%。探索推行每周一天为“无作业
日”，减少周末、法定节假日书面作业。

网友：小学成绩“起步价”95分？

质疑：降低考试难度意味着减负？

专家：最关键是提高效能而非减少学习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