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方刷罢我登
场”，继指纹支付、静
脉支付、刷脸支付之
后，“刷掌支付”也来
了。5月21日起，北
京地铁大兴机场线
草桥站、大兴新城
站、大兴机场站全线
开通了新的“刷掌”
乘车服务，实现刷掌
快捷进站。

为何要不断新
增网络支付功能？

“刷掌支付”及未来
的其他生物信息支
付，是否真有市场？

乘客不用刷卡、不用刷码，只需
伸出手掌，依靠国内自主研发的掌
纹生物识别技术，就能刷开地铁闸
机。这样“刷掌”乘车的便利新模式，
如今在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实现
了。这里也成为世界首条生物识别
掌纹支付技术应用的示范线。

在地铁大兴机场线草桥站，进
站闸机外多了几部新的自动售票
机。和其他售票机有所不同，除了可
以实现购票、充值、网上取票等常规
操作外，页面上多了一个“开通刷掌
乘车”的选项。在屏幕下方，还多出
一个圆形的手掌识别区域。

开通刷掌乘车，需要先录入掌
纹。当把手掌放到圆环识别区上方
时，识别区开始闪烁起红色光线，录
入掌纹时，需要不断调整手掌高低。
完成录入后，设备会发出“嘟”的一
声提示，圆环也会变为绿色。

随后，屏幕上出现二维码，乘客
需在微信小程序上完成协议授权、
实名信息授权，并开通微信刷掌支
付。在完成所有流程后，即可开通刷
掌乘车业务。

随着“刷掌乘车”业务的开通，
部分闸机通道也增加了刷掌乘车区
域。乘坐地铁时，乘客只需找到带有
圆环标志的刷掌闸机，将掌心面对
圆环内的识别区，就可以刷掌。完成
识别后，圆环变为绿色，闸机便会自
动打开。出站之后，手机便会收到扣
款的提示。

北京地铁上线的新功能，实
现了“刷掌支付”在公共交通场景
应用的重大突破。此前，刷掌技术
并未有大范围落地，还处在测试
阶段。不过，目前北京地铁的“刷
掌乘车”业务，仅支持大兴机场线
使用。在小范围试点成功后，下一
步可能需要更大范围推广与更多
场景的拓展。

刷掌支付对于用户的隐私性如
何保证？北京地铁解释，在完成提取
掌部信息要素后，服务提供方将删
除原始掌部信息样本、图像或进行
匿名化处理。

刷掌乘车业务仅允许一人绑定
一个掌纹信息，且仅支持14岁以上
中国大陆居民开通。

美国人平均每天花在车上
的时间超过61分钟，总时长相当
于他们生命中3年多的时间，而且
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长，从2020年
到2021年增加了近6分钟。

随着汽车变得更先进，消费
者将能使用车载界面进行支付，
省去了把信用卡伸出窗外或停
车后拿出手机的麻烦。这个新领
域被称为“车载支付”。

车载支付的趋势越来越火
爆。日本贸易公司住友商事株式
会社与沃达丰英国公司合作，将
于2023年底在欧洲推出基于
SIM卡的车载支付服务。一旦自
动驾驶技术普及，车载支付有望
成为各种车载服务计费不可或
缺的基础。支付认证的方式多种
多样，例如指纹和语音认证等，
而标准之争可能会愈演愈烈。

车载支付，意味着以汽车本
身作为支付终端系统，这类似于
智能手机的移动支付。车辆将配
备一个用于智能手机通信的
SIM卡，或利用Wi-Fi，将车辆与
停车场和餐馆的支付系统连接。

联网汽车变得更广泛，这将
促进对车载支付的需求。如果汽
车能永久联网，将有可能对接到
现有支付平台。

目前，车载支付通常用于支
付停车费、加油费、高速公路过
路费甚至罚款。如果自动驾驶普
及，车内导航更新、音乐或视频下
载，也将能利用车载支付功能。

专家表示，有了车载支付，汽
车可以成为智能家居集成的一部
分。人们可在不下车的情况下，在
线购买商品，并由汽车支付，当开
车去商店时，员工只需把包装好
的货物放入车内即可。

面对车载支付可能存在的
安全隐患问题，可利用身份验证
等技术，如生物特征扫描，提高
支付安全性。

或许，随着更先进的自动驾
驶系统的开发，大部分车主担忧
的问题都会得到解决。

据报道，2019年，小鹏汽车
便与支付宝正式签约联合开发

“车载支付”功能，这是国内首批
将“车载支付”落地的车企。

其实，除了隐私问题，“刷掌
支付的时代”还远未到来。首先是
掌纹识别精准度的技术难题。

腾讯公司副总裁、微信支付
负责人张颖介绍，刷掌支付需要
解决至少三个问题：复杂光线环
境、人群生理差异、刷掌习惯。

落实到刷掌乘车的现实中
亦是如此，相比乘客所熟悉的刷
卡和刷码过闸，刚接触刷掌乘
车时，乘客过闸所需时间可能
会稍长。如果设备没能识别到
手掌，闸机会提示乘客“靠远
一点”或“靠近一点”，有时甚
至需要多次调整手掌的高低，才
能顺利完成刷掌入闸。

据2022年4月中国支付清
算协会发布的《关于2021年移
动支付用户问卷调查的报告》，

95 . 7%的移动支付用户，最常使
用扫描或出示条码完成支付，
20 . 2%的用户，不接受使用生物
识别技术进行身份识别和交易
验证。

同时，用户希望生物识别信
息数据库由国家相关机构掌握，
做好生物信息安全存储，确保个
人生物信息安全。

“从长期来看，刷掌支付还
需要从场景应用角度出发，找
准与刷脸等其他支付方式的
差异化竞争优势，才能在市场
中站稳一席之地。”王蓬博表
示，“虽然刷掌支付应用前景
待验证，但从技术本身来看，
生物识别是支付介质随着科
技进步而变化的趋势之一，且
这个趋势不可逆。”

“刷掌时代”还有多远

“全身上下都能支付，出去逛一
圈，攒的那点钱都要逛没了……”“要
是大范围推广，是不是先考虑给手
买份保险？”这是不少用户对刷掌支
付的戏谑评论，可以看出，不少人对
刷掌支付还心存疑虑。

牛杰认为，生物特征具有个体的
唯一性，具有较高的安全性，但不可
否认，生物信息在采集、传输、保存、
使用以及第三方调用过程中，可能出
现数据泄露和滥用问题。

密码泄露的话，可以修改密码，
但个人生物信息数据无法修改，一旦
泄露或被滥用，将给用户及社会带来
额外风险，还需未雨绸缪。

“以支付宝的刷脸举例，其技术
团队开发了图像脱敏技术，所有上
传的人脸图像都将进行脱敏与加密
处理。此外，支付宝的‘刷脸支付’技
术背后，还包含对用户日常轨迹数
据的对比，在用户常光顾的小店消
费可直接‘刷脸’，在首次消费的小

店，还需结合手机号进行验证等等，
相对提高了安全性。”牛杰说。

刷掌支付这一新兴方式面临的
最大难关，可能并不在于技术上的
推广，而在于用户的接受程度。许多
人对于刷掌支付又一次采集人体生
物信息表示担忧，似乎“人在运营商
面前，越来越无隐私可言”。

牛杰认为，对于生物信息技术
应用，不能因噎废食，应进一步规范
并谨慎应对，适度应用。从国家相关
制度以及技术发展两方面着手，设
定相关生物信息技术的使用红线。
同时，也可以在即时支付、大宗资产
交易领域，采用诸如指纹识别、虹膜
识别、人脸识别等多种方式组合的
复合技术，来提升支付安全。

博通咨询金融业资深分析师王
蓬博认为，除了支付机构端外，科技
企业也要重视用户隐私问题，防止信
息滥用，遵循“最小、够用”原则，自查
自纠，从源头上杜绝信息滥用。

隐私问题仍是最大隐忧

从扫码到刷脸，再到刷掌，如
今，支付方式正朝着脱离手机介质
的方向演进升级。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
究院高级研究员金天介绍，“刷掌支
付”涉及的掌纹识别技术，是一种较
新的生物特征识别技术。

掌纹是指手指末端到手腕部分
的手掌图像，其中很多特征可以用
来进行身份识别，如主线、皱纹、细
小的纹理、脊末梢、分叉点等。

刷掌识别，就是通过手掌纹路、
静脉分布等具有独特性、唯一性的生
物信息，来完成用户身份的精准识
别。不同于刷脸易被偷拍和盗用，手
掌信息的采集，更需要得到用户本人
的知情和配合，能够在安全、便捷和
隐私保护等层面实现更好平衡，得到
不少支付巨头的青睐。

自2021年传出内测消息，再到
如今开始落地应用，微信的刷掌支
付可谓赚足了眼球。2022年10月14
日，微信上线刷掌支付小程序。同
时，腾讯已申请多个“微信刷掌”图
形商标。在深圳多地，腾讯已在线下
试点刷掌支付功能。

美国最大的电商平台——— 亚马

逊在刷掌支付上的布局更早。2020
年9月，亚马逊便发布了掌纹识别技
术，最初应用于实体零售店的缴费
环节，实现刷“手”结账。

如今，支付宝方面也在研发“掌
纹支付”功能，并已获得“掌纹识别
设备”“掌纹识别装置”“生物特征识
别设备”等技术专利。

在业内人士看来，刷掌支付之所
以成为支付公司的“香饽饽”，在于它
作为刷脸支付和扫码支付的“中间
态”，是一个综合体验更优的选项。

相比二维码标识固化、易被伪
造、触达繁琐的缺陷，以及刷脸支付
在公共场合扫描人脸的“尴尬”，刷掌
支付拥有更好的便捷性和高识别率，
作为非接触式、非侵入性的生物识别
方式，似乎拥有光明的发展前景。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电子工
程学院副院长牛杰介绍，目前除了
脸和手掌，生物识别技术还有很多，
比如步态识别、静脉识别、虹膜识
别、声纹识别等，“生物识别技术从
介质层面看，有不易遗忘、随身携
带、不易伪造等特征，在个人信息不
被泄露乱用的前提下，更加安全和
方便。”

巨头为啥热衷于推进刷掌支付

方便！伸伸手就能坐地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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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知多一点

汽车变钱包？车载支付或将流行

北北京京地地铁铁大大兴兴机机场场线线开开通通了了““刷刷掌掌””乘乘车车服服务务。。

如如今今，，乘乘车车方方式式越越来来越越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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