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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户：
银行取现被问用途

“您好，请问您取这么多现金有什么急用？”
2月20日，许久未支取过大额现金的小德，

因家中有事急需现金，于是来网点取现。“超过
5万元的大额取现要先预约，今天给您登记，请
您明天再来取。”银行大堂经理说。

次日，小德利用午休时间赶往银行，想尽快
办理取现，又被柜员问及上述问题。

“我这打卡都要迟到了，你们昨天让我预
约，今天又要问我取钱干什么用，怎么这么多条
条框框啊？”小德有些不满，但更多的是疑惑。

“很抱歉，大额取现询问用途是我们的规
定，请您理解。”柜员有些无奈地解释道。

“我说了，你就会信吗？”小德有些哭笑
不得。

这样的情景，每天都在银行上演。“要是问
用途，就说去隔壁银行存，送我一桶油。”“亲们，
被银行问取款用途怎么回答？看这一篇帖子就
够了。”网络上不乏对这类现象的调侃和攻略。
更有甚者，由一句询问，演变为银行工作人员与
客户之间的矛盾甚至投诉。

此前，“男子故意1次取1元逼哭柜员”事
件曾冲上热搜第一，引发网友热议。

柜员：
支取涉诈资金被罚款

上述事件中的银行柜员委屈到哭，为啥他
们即使受委屈也要追问取款用途呢？进一步来
讲，如果银行柜员没有识别出涉赌涉诈交易，支
取涉赌涉诈资金，是否要担责？

“当然要担责了。办卡都要担责，何况涉及
资金。比如快进快出的资金，柜员没有发现，没
有研判出来，肯定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一家国
有大行安姓业务主管表示，如果客户已经到柜
台了，甚至系统已经提示了，比如说是快进快
出、短时间内频繁交易等，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
还没有做进一步的询问调查核实，就支取现金
的话，如果后续确实是涉案资金，就要担责。

安主管进一步解释说，担责主要表现为两
种形式。

第一种情况是扣罚。安主管表示，“如果造
成的后果比较轻，就只是罚款，体现在绩效工资
中。我们行就有员工上个月被罚了一千元。”

第二种情况是“背处分”。“所谓能用钱解决
的都是小事，如果后果严重，没有做到尽职免
责，那么还可能会背上处分。”安主管透露，若员
工受到处分，那么整整一年的评优资格都将被
取消，甚至会影响晋升。

关于银行前台业务涉案被扣罚，在网络平
台上也引起了银行人的共鸣。

“我开了一张二类卡，涉案了，被罚了7000
元，涉诈金额9600元，客户17岁，监护人陪同，
开了各种证明，资料也齐全。”某网络平台上有
银行员工分享经历，自己由于开出的银行卡涉
诈而被罚款。

“实习期一个月工资才 2000元，被罚了
7000元。”虽然这位银行员工如此解释，但仍然
躲不过被扣罚。

取自己的钱
为啥变难了

储户吐槽：

大 额 取 现 要 预

约，还被问用途

柜员委屈：没 有 识 别 出 涉
诈，被扣7000元

近期，你是否在银行遇到过办卡难、取现难、取现额度下调？以前银行求着你办卡开户，
但现在要办张银行卡却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为何现在在银行取现金、办银行卡要被询问用途？

关于担责，各银行认定标准不一
“如果柜员无视系统提醒而支取了涉案资金，首当其冲要

被问责。”某银行二级分行个金部负责人陈总告诉记者，银行
核心系统出现提醒是带有日期的，柜员办理业务日期和系统
日期可以核对，如果情况属实，柜员承担主要责任。

“但一般系统提醒了的业务，从柜面支取可能性不大了。
因为系统的提醒不只在柜面，后台也有系统，以灰名单和黑名
单方式标记。后台权限人员可以直接按名单管控，设置只收
不付或者全渠道管控。”陈总分析道。

这家大行还对大额快进快出交易进行了严密监测。据陈
总介绍，目前该行系统对大额快进快出已经刚性控制，“像当
天大额进账后马上支出的，系统直接就是一个出现错误代码
的大动作。柜面、自助机、网银等各个渠道都无法支出。”

陈总进一步解释，内控部将反洗钱系统贯穿到业务办理
全过程中。具体来看，前台会有联动提醒，个金部有“个金智
能风控系统”，会出现名单标签，可以设置只收不付或者全渠
道管控。

“线上管控主要在我这儿，主要由省行网金部派发反洗钱管
控工单，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直接冻结网银，还有一种是下调所
有线上支付的额度，日累计和月累计支付限额都可以降成0。”

不过，也有银行并未对前台人员担责作出硬性规定。
“如果柜员经过核实了解，明确知道这笔资金是非法的，

但还是办理了业务，那么这种情况下才会被处罚。”某城商行
网点业务主管告诉记者，在业务办理过程中，都会核实取现的
用途，但也存在客户“随口一说”的情况，无法核实真实用途。

可见，由于系统建设、科技力量、风控流程、业务逻辑的差
异，各家银行对于“前台支取涉案资金要担责”的标准认定和
处罚流程亦有不同。

大额取现，有的不问有的很严格
那么，银行大额取现，是否要提前预约？是否要提供用途说

明？记者实地走访并致电全国各地区近20家银行，了解到不同

银行对取现用途的询问话术、尺度把控、登记方式各有不同。
记者实地走访的西部地区多家银行均表示，5万元以上

的大额取款要提前预约，不过对于用途说明，各家银行的要求
略有不同。“取现时在柜台提供用途说明就可以。”某国有大行
客户经理对记者表示。而有的银行，在预约登记时就要说明
具体用途。

类似地，工行北京分行某网点、北京银行一支行、广州银
行某分行工作人员均对记者表示，大额取现预约时就要说明
用途。

招商银行广州荔湾支行则对大额取现用途严格审核。在
询问过程中，工作人员审核较为仔细，记者表示取现用途为正
常消费，但工作人员表示，“正常消费”并不能作为预约的用
途，而是要提供更加具体的用途。

对于具体用途的审核，该银行表现得尤为审慎和专
业。例如，对“装修消费”这一用途，工作人员提出了

质疑与询问，表示装修消费是否可以转账或
汇款。“因为此类用途一般取现的情况比
较少。如果确实是装修用途，则要提供
相应的装修合同或其他佐证资料，方可
预约取款。”

与上述银行呈现鲜明对比的是，也
有部分银行对大额取现的用途审核较为
宽松，可谓两极分化。某大行上海浦东新

区支行工作人员对记者表示，10万元以上的
大额取款需要预约，客户带好个人证件即可，

不用说明用途。

银行落实反赌反诈要求
不同程度批量管控银行卡

2020年10月10日，国务院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
犯罪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召开，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断卡”
行动，严厉打击整治非法开办贩卖电话卡银行卡违法犯罪。

自“断卡”行动开展以来，“办卡难”“额度低”成为热议话
题。以前只需要带着身份证就可以很快办出一张转账额度

“不菲”的银行卡，现在甚至要带着相关证明，经过层层审核，
才能办出一张额度有限的银行卡。

时至今日，办卡还是那么“难”吗？安主管介绍，现在办卡
依旧很麻烦。“由于反赌反诈要求，现在全国各地都在不同程
度地批量管控卡片。”

记者从银行了解到，就现实情况来看，反诈宣传不可能传
达到所有人。而银行办理业务看似繁琐的流程，却有可能挽
救一个个家庭。

有人说，“现在技术这么发达，银行把犯罪分子涉及的账
户全部冻结不就行了，何必搞得那么复杂？”而实际上，诈骗团
伙分工明确、组织严密，防不胜防。

除了日常开户、电子银行和手机银行开通、存取款和转账
的风险把控，还有疑似账户的处置与风险解除等工作，银行不
得不耗费大量的人力在反赌反诈工作上。特别是一些老网
点，存量客户基数大，说不准会有人去买卖自己的账户。而这
些风险账户需要银行员工一笔笔去做核查，去做管控。

如果客户认为自己的卡片和交易没问题，提供了相关材
料，银行员工还要尽快给客户解除限制。“现在我们非常忙，很
多人的卡用不了，都来柜台申请解除管控。外地卡的话，还要
联系开户行，看能不能解控。”安主管表示。

询问客户资金用途，不是为了自己的业绩，也不是为了磨
洋工，更不是为了“找茬”，而是为了客户利益。虽然客户被骗
是小概率事件，但是对银行员工来说，这样的事有可能发生在
任何一个前来办业务的客户身上，他们必须按要求严格执行。新闻链接

银行柜员在清点人民币 新华社发

制定差异化管理措施
银行一线业务在升级

记者经过调查走访，结合各家银行一线业务开展情况和
监管要求，发现银行在“外部反赌反诈、内部加强案防”方面，
主要有以下措施：

一是加强客户识别和账户管控，对于开立或使用银行账
户、支付账户的客户，进行有效的身份核验和风险评估，防止
账户被用于电信网络诈骗活动。

二是建立异常账户和可疑交易监测机制，对于存在异常
开户、拆分、隐匿过账等规避监管的情形，采取核查、延迟、限
制、中止等必要的防范措施，及时报告有关部门。

三是针对特定行业、特定地区和特定人群，制定差异化的
管理措施，对于易产生大量现金交易的行业，引导客户使用非
现金支付工具，对于客户来自风险较高的行业或地区，或者交
易金额、频率与客户身份不符的情形，加强信息审核和风险提
示，对于部分国家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等，推动其
报告一定金额以上的现金收入。

四是开展宣传、教育、培训，增强客户和员工的反诈意识
和能力，通过多种渠道和方式，普及金融知识和常见防诈手
段，对非法买卖、出租、出借账户等行为进行警示，对预警发
现的潜在受害人进行劝阻。

五是配合公安机关、监管查冻扣，与公安部门建立有效
的联防联控机制，对于公安机关依法决定采取的电信网络诈
骗涉案资金即时查询、紧急止付、快速冻结、及时解冻和资金
返还等措施，予以配合和执行。

六是这些措施从源头、过程和结果三个环节，全面防范
和打击电信网络诈骗活动，保护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维
护了金融安全和社会稳定。 据每日经济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