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说，支持NFC技术的智能手机还刚
刚上路的话，那么，为了满足手机金融业务的
发展，手机的变化这两年可以说是飞速的。

首先是手机屏幕持续变大，2012年，4
英寸屏还是主流，而到了 2013 年第二季
度，5英寸屏就轻易地成了主流配置，在 5
英寸屏的支持下，不但银行的转账、支付
等功能使用起来更方便，而且购买理财产
品甚至炒股、炒金这样的交易都变得更加

轻松，为此，不少银行还推出了“理财夜
市”等专供手机银行用户购买的理财产
品，对于拥有智能手机的人来说，不想坐
在电脑前，躺在床上，拿着大屏幕手机，就
能舒舒服服地买到理财产品。

手机内核处理器的加强也和手机金融
需求扩大是分不开的，2013年，4核4通道
处理器渐渐成为很多手机的首选配置，更
加符合使用手机金融业务的人求速度求稳

定性的需求，以往的双核双通道手机，在处
理拥有较大数据量的手机金融业务时，已
经开始显现出不足，而随着手机银行等软
件的升级，这类手机将会被消费者所放弃。

截至2012年底，我国智能手机用户达
到3.8亿。随着智能手机价格平民化以及
运营商、渠道商、手机对智能手机市场的推
广，预计到今年年底，中国智能手机用户数
量将突破5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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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金融

出行“刷”、购物“刷”、缴费“刷”
“刷手机”有望真正走入郑州人的生活
躺在床上，拿着手机，就能购买理财产品

E金融时代，智能手机更加百变

无论是手机银行还
是手机保险、手机炒股、
手机支付，终究离不开

“手机”这个载体。为了
适应移动金融时代，手机
从内到外都有了很大的
改变：屏幕大了、处理器
多了、网速快了，更重要
的是，可以“刷”的手机越
来越多了。

虽然还有很多的不
确定，虽然还有一些更换
手机的烦恼，但随着手机
和金融越来越紧密的关
系，手机和金融“合二为
一”的时代即将到来了。

郑州晚报记者 祁京 可以放心的网络
手机网络的不断进步，使手机银行和金融服务的安全性有了更高提升

出行“刷手机”、购物“刷手机”、缴纳
水电费“刷手机”、还贷“刷手机”，今年内，
以“手机钱包”为代表的“刷手机”应用有
望真正走入郑州人的生活。

中国银联与中国移动近日联合宣布，
双方推出三星 GALAXY S4“手机钱包”，
内置“手机钱包”客户端，可在全国超过
120万台银联“闪付”终端上快捷支付。

不光是三星GALAXY S4目前市场中

热卖的 GALAXY S3、GALAXY Note2、诺
基亚 Lumia920、OPPO Find 5，以及新上
市的 HTC One、三小米 2A 这些机型均支
持NFC。

此前，银联与中国移动已完成TSM平
台(远程发卡和应用管理平台)对接，并吸
引了中行、中信、光大、广发、浦发等多家
商业银行与银联TSM互通互联，实现了金
融和通信两大行业在移动支付技术方面

的兼容，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互通互联，才
使得智能手机对移动支付的支持越来越
多。

通过TSM平台，今后可为 SIM卡或者
手机加载公交卡、社保卡、学生卡、门禁
卡、电子票等诸多功能，利用手机终端实
现各类应用，而更多支持TSM和NFC技术
的手机出现，无疑大大推进了这一应用落
实的速度。

可以刷的手机
以“手机钱包”为代表的“刷手机”应用有望真正走入郑州人的生活

相对于传统的网上银行，手机银行和
金融服务的安全性有了更高的提升，原因
就来源于手机网络的不断进步。

运营商的技术人员介绍说，目前3G手
机都是基于CDMA框架的，因此本身的信道
就有加密，而且银行开发的客户端也有多重
安全保障，因此是双重甚至多重的保险。

手机银行在安全性方面已采用多种

技术，包括强加密和动态 IP(网络之间互联
协议)地址监测等。有的手机银行还有反
钓鱼措施。用户可自行设置个性化预留
信息，从而避免进入钓鱼网站。另外，手
机银行还实行签约机制、登录密码、交易
限额控制、超时退出等管控手段，为手机
银行的使用增添保护。

不光是安全性更有保证，手机网络速

度的提升，也大大方便了喜欢使用手机金
融的人，过去那种偶尔还会出现“登录失
败”或“系统繁忙”的状况几乎已经不复存
在，提升至均速 7M，最高 42M的 3G网络，
以及号称 100M的 4G网络，让手机金融的
网络速度完全有保证，而大量支持 21M、
42M甚至更高速度网络的手机，也应运而
生，有近30款。

可以点的银行
躺在床上，拿着大屏幕手机，就能舒舒服服地买到理财产品

可以期待的未来
有了金融行业的技术标准作为基础，移动支付国家标准“呼之欲出”

手机金融的迅速发展需要产业链中
银行、银联、手机厂商、运营商等多个环节
协作运转，而即将出台的移动支付国家标
准将为其统一步调。

早在去年底，央行即发布了中国金融
移动支付系列技术标准。该标准涵盖了
应用基础、安全保障、设备、支付应用、联

网通用 5 大类 35 项标准，从产品形态、业
务模式、联网通用、安全保障等方面明确
了系统化的技术要求，覆盖中国金融移动
支付各个环节的基础要素、安全要求和实
现方案，确立了以“联网通用、安全可信”
为目标的技术体系架构。

有了金融行业的技术标准作为基础，

移动支付国家标准“呼之欲出”。据报道，
有业内人士透露，国家标准主要规定了近
场支付的相关内容，明确了近场通信采用
13.56MHz，智能卡产品形态将兼容 SIM卡
方案、SD卡方案、全手机方案，双界面电信
卡等多种方案。现在国家标准已经形成
送审稿，发布在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