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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4月23日电（记者吴
雨）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就《非银行支付
机构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征求意见
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细化了哪
些监管规定？将对用户权益保障产生
怎样影响？一起来看关键内容——

关键点一：细化监管规定，审批环
节做“减法”、效率做“加法”。

近年来，我国非银行支付业务量
快速增长，服务超 10 亿个人和数千万
商户。去年 12 月，我国公布了中央金
融工作会议后出台的首部金融领域行
政法规——《非银行支付机构监督管
理条例》，对支付机构的准入、业务规
则等作出了总体规定。

“为保障条例有效实施，有必要制
定实施细则，进一步明确相关行政许可
程序，做好条例衔接性条款承接等。”中
国人民银行有关人士介绍，细化相关工
作要求和具体办理流程，可推动支付机
构行政许可工作公开透明。同时，适当
下放部分支付机构变更事项审批权限，
提升支付机构办事效率，更好营造法治
化营商环境。

征求意见稿进一步明确了条例中
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等重要概念及内
涵，细化支付机构设立、变更、终止等行
政许可程序。

“明确办理流程、申请材料和时效
要求，便于我们和监管部门沟通，明确
申请能多长时间收到回复，有助于我们
做好业务发展规划。”一名支付机构负
责人说。

关键点二：明确注册资本等要求，
提升支付机构风险防御能力。

当前，非银行支付机构年交易量超
1万亿笔、金额近400万亿元，分别占全
国电子支付业务总量的约八成和一

成。支付业务与人民群众财产安全息
息相关，要持续提升支付机构风险防御
能力。

此次征求意见稿明确了支付机构
注册资本附加要求，以及净资产与备付
金日均余额比例。据介绍，在非银行支
付机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在人民币1亿
元基础上，根据附加要求，部分在全国
展业、全牌照的机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
或将提升至4亿元。

“当前规定与国际上的监管实践、
国内的监管趋势相一致。”招联首席研
究员董希淼表示，合理适度提高注册资
本和净资产要求，有利于提升支付机构
风险防御能力，强化公司治理和稳健经
营，更好服务实体经济。

关键点三：细化用户权益保障机
制，收费调整应提前公示。

此前条例大幅增强了用户权益保
护力度，把保护用户权益作为支付清算
行业发展的首要任务。此次征求意见
稿细化用户权益保障机制，对用户资料
及交易记录保管时限、收费调整等提出
明确要求。

征求意见稿提出，非银行支付机构
应当对用户身份资料自业务关系结束
后或者一次性交易结束后至少保存 5
年，对交易记录自交易结束后至少保存
5年。

另外，征求意见稿明确，非银行支
付机构调整支付业务的收费项目或者
收费标准的，原则上应当至少于施行前
30日，在经营场所、官方网站、公众号等
醒目位置，业务办理途径的关键节点，
对新的支付业务收费项目或者收费标
准进行持续公示，在办理相关业务前确
认用户知悉、接受调整后的收费项目或
者收费标准，并做好协议换签工作。

关键点四：新旧支付业务分类平稳
过渡，不改变原有业务许可范围。

随着技术创新和业务发展，出现了
条码支付、刷脸支付等新兴方式，原有
分类方式不能很好地满足市场发展和
监管需要。此前条例将支付业务重新
划分为储值账户运营与支付交易处理
两类，而非网络支付、银行卡收单和预
付卡业务等三类。

此次征求意见稿规定，储值账户
运营、支付交易处理业务分别细分为
Ⅰ类、Ⅱ类，并明确新旧分类方式对应
关系。

“征求意见稿充分考虑新旧分类方
式平滑过渡，不会改变支付机构已取得
的支付业务许可范围，预计不会对支付
机构的业务连续性及用户使用体验产
生影响。”一位业内人士说。

记者了解到，过渡期满，中国人民
银行将通过换发支付业务许可证，对存
量支付机构设立条件进行审核。根据
征求意见稿明确的新旧支付业务衔接
方式，监管机构设置了较为充足的换证
过渡期，最长可达近5年。有10多家支
付机构支付业务许可证到期日分别为
2024年7月9日和2025年3月25日，为
避免这些机构因时间紧迫无法满足要
求，征求意见稿适度放宽了过渡期。

中国人民银行有关人士介绍，下
一步中国人民银行将抓紧相关制度文
件立改废释工作，确保各项制度系统
集成、协调高效。根据过渡期安排，有
序开展支付业务许可证换发工作，督
促支付机构依法合规开展业务。严格
落实有关规定，将非银行支付行业的
全链条监管纳入法治化、规范化轨道，
以服务实体经济为本，优化支付服务
市场秩序。

新华社北京4月23日电（记者姜琳 黄垚）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劳动关系司司长李新旺23日表示，近期将开
展规范劳动用工暨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
动，集中整治劳动用工和人力资源市场领域突出问题，加
强对企业的指导，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为劳动者就业创
造良好环境。

李新旺在当天召开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一季度新闻
发布会上介绍了上述情况。他表示，近年来，劳动关系总体
保持和谐稳定。但同时也要看到，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问
题时有发生，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面临一些新情况、新问题。

“我们将会同有关方面进一步健全劳动关系协商机
制，争议处理、行政指导和监察执法机制，加强基层劳动
关系三方协调机制建设，加强劳动保障监察执法，同时增
强企业依法用工和劳动者依法维权意识。”李新旺说。

灵活就业特别是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问题，
近年来受到广泛关注。2022年7月，职业伤害保障试点
在北京、上海、江苏等7省市的7家平台企业启动实施。

“一年多来，制度运行总体平稳。我们将适时扩大试点
范围，把更多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纳入制度保障。同时，积
极畅通灵活就业人员在就业地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的渠道，
提高社保经办服务水平，提升参保的便捷度。”李新旺介绍。

他表示，下一步将指导和督促平台企业落实维护新
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有关政策，积极推行相关指引指南，
畅通维权服务渠道，不断提高企业依法合规的用工水
平。同时，积极研究探索、及时总结经验，不断加强新就
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

新华社太原 4月 23 日电 4 月 23
日，山西吕梁永聚煤业有限公司办公
楼“11·16”重大火灾事故调查报告公
布。

经事故调查组调查认定，这是一起
因企业安全主体责任不落实，超限额加
装电动吊篮、违规敷设吊篮供电线路，
违规在井口浴室存放矿灯、氧气自救
器、自喷漆等助燃物品，安全管理混乱，
吊篮供电线路短路引燃吊篮内可燃物，
初期火灾处置不力，地方党委政府和有
关部门履职不到位而导致的生产安全
责任事故。

公安机关对涉嫌违法犯罪的18名
企业人员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纪检监察
机关对事故中涉嫌违纪违法的42名公
职人员进行严肃问责。

事故发生后，山西省政府成立重
大火灾事故调查组，对该起事故进行
调查。国务院安委会对该起事故查处
进行挂牌督办，并派工作组全程督
办。事故调查组查明，事故直接原因
是永聚煤业联合建筑办公楼二层井口
浴室大更衣区 0625 号吊篮上方电机
主供电线绝缘层与金属线卡接触部分
破损短路，引燃下方吊篮内的可燃
物，导致火灾发生，加之事故初期应
急处置不力，最终造成重大人员伤
亡。

此次事故暴露出事故企业存在违
法违规建设、消防安全责任不落实、安
全风险防范意识不强、安全管理制度落
实不到位、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不彻底、
应急救援和疏散逃生技能差等突出问

题；吊篮生产安装企业存在不按设计施
工、缺少施工现场组织管理；有关监管
部门存在审批验收不严格、事中事后监
管走过场、“三管三必须”职责履行不到
位；地方党委政府安全发展理念树得不
牢，专项整治行动组织不力，汲取事故
教训不深刻。

针对事故暴露出的问题，事故调查
组提出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全力消除吊
篮系统风险隐患、防范化解矿山企业地
面建筑安全风险等六个方面的防范措
施和建议。

2023 年 11 月 16 日，吕梁市离石区
永聚煤业有限公司联合建筑办公楼二
层浴室发生火灾，造成26人死亡，38人
受伤，过火面积约900平方米，直接经济
损失4990.26万元。

新华社北京4月23日电（记者
刘硕）记者23日从最高人民检察院
获悉，最高检近日印发了一批检察
公益诉讼助力噪声污染防治典型案
例，涉及机动车“炸街”、广场舞扰
民、夜间违规施工等噪声污染问题。

噪声污染具有瞬时性、流动性
等特点，对调查取证的专业性要求
高。在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检察院督
促整治机动车“炸街”噪声污染行政
公益诉讼案中，为解决噪声瞬时性
取证难题，检察机关主动邀请环保
领域“益心为公”志愿者专家参与指
导调查取证，综合运用多种手段查
明部分区域夜间存在机动车“炸街”
噪声污染的事实，为督促行政机关
开展有效整治提供了依据。

此次发布的案例聚焦群众身边
的噪声污染问题。河北省石家庄市
桥西区人民检察院推动有关行政机
关通过常态化日常巡查、设置噪声
检测设备等方式，破解困扰群众的

广场舞噪声“老大难”问题。江西省
鹰潭市人民检察院针对建筑行业违
规作业、夜间施工产生的噪声扰民
问题，综合运用听证、检察建议等方
式督促行政机关依法查处违法问
题，保障居民正常休息。

据介绍，2023年，最高检专题部署
各级检察机关聚焦老百姓“家门口”的
噪声污染问题依法开展公益诉讼办案
工作。各级检察机关针对工业、建筑
施工、交通运输、社会生活等领域噪声
污染问题办理公益诉讼940余件。

最高检第八检察厅厅长徐向春
表示，下一步，检察机关将持续深入
推进“检护民生”专项行动，以高质
效办案促进声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找准、抓实检察公益诉讼融入服务
噪声污染防治行动的切入点，围绕
重点，加大噪声污染防治公益诉讼
办案力度。同时结合办案，持续推
动完善噪声污染防治体系，更大范
围汇集噪声污染防治合力。

新华社北京4月23日电（记者姜琳 黄垚）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工伤保险司司长郑玄波23日介绍，目前全国
共确定工伤保险异地就医直接结算试点城市131个，开
通上线工伤医疗、工伤康复、辅助器具配置协议机构共
398家。工伤职工按规定完成备案，持社保卡或电子社保
卡可以到试点城市的协议机构直接结算相关费用。

工伤异地就医直接结算试点是加快推进政务服务跨
省通办、解决工伤职工“就医垫资高、报销往返跑”等痛点
堵点问题的重要举措。

自4月1日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三部门在部分城
市启动为期一年的试点工作，支持工伤职工持社保卡直接
结算跨省异地就医住院工伤医疗、住院工伤康复和辅助器
具配置费用。目前，全国工伤保险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系统
已经上线，工伤保险全国“一张网”、就医“一卡通”搭建完成。

“试点工作按照循序渐进的原则，先纳入住院费用，
先期以参加工伤保险并已完成工伤认定、工伤复发确认、
工伤康复确认或辅助器具配置确认的异地长期居住、常
驻异地工作和异地转诊转院等工伤职工起步，优先联通
异地就医集中地区。”郑玄波介绍。

他表示，随着试点工作持续推进，上线协议机构数量
还将不断增加。工伤职工可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
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掌上
12333App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提出备案申请，查
询就医明细、试点城市、协议机构、社保经办机构等信息。

新华社北京4月23日电 记者23日从中央网信办获
悉，中央网信办日前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两
个月的“清朗·整治‘自媒体’无底线博流量”专项行动，聚
焦“自媒体”无底线造热点蹭热点，制造以假乱真、虚实混
杂的“信息陷阱”等突出问题，从严整治漠视公共利益、违
背公序良俗、扰乱公共秩序，为了流量不择手段、丧失底
线的“自媒体”。

通知指出，专项行动整治的重点问题包括：自导自演
式造假、不择手段蹭炒社会热点、以偏概全设置话题、违
背公序良俗制造人设、滥发“新黄色新闻”。

通知要求，短视频和直播平台着重加大对虚假摆拍信
息的识别和清理力度，从严处置违背公序良俗制造人设的

“自媒体”账号。平台对开通营利权限的账号，应当以身份
证件号码等进行真实身份信息认证。同时，完善流量管理
措施，对疑似无底线博流量的信息，应当预先采取流量限
制措施，并视情暂停评论、点赞等互动数据增长。

非银行支付机构监管配套细则影响几何？
用工和招聘领域突出问题
集中整治近期将启动

工伤异地就医直接结算
试点城市已达131个

中央网信办开展专项行动
整治“自媒体”无底线博流量山西吕梁永聚煤业办公楼“11·16”重大火灾事故调查报告公布

机动车“炸街”等噪声污染难题如何破解？最高检发布典型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