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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香港金管局及網絡

商戶拒收現金違法嗎？

不違法，純屬商業決定

違法，最高罰款50元人民幣

不違法，但建議有現金繳費
選項，除非法令另有規定或
依契約規定

不違法

不違法，屬商業決定

聯邦法律指私人企業有權拒
絕現金，但個別州立法禁止
企業拒收現金，以避免歧視
現金消費者

不違法

除非口頭及書面協議，否則
不得拒收現金

除非雙方同意，否則零售商
不得拒收現金

第三方建議

消委會建議商戶有
現金繳費選項

—

—

—

當地消費者協會呼
籲有現金繳費選項

—

加拿大銀行要求企
業有現金繳費選項

—

—

隨着電子支付普

及，世界各地愈來愈

重視「數碼歧視」的

問題，以電子支付使

用率超過八成的內地為例，早已

立法規定，商戶拒收現金是違法

行為，更曾有商店因而被罰款

50 萬元人民幣。中國人民銀行

公告也明確要求「各類主體均應

尊重公眾支付方式的選擇權」，

強調不得採取歧視性或非便利性

措施排斥現金支付，造成「數字

鴻溝」。國家有關部委強調人民

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定貨

幣，除了依法應當使用非現金支

付工具的情形之外，任何單位和

個人不得以格式條款、通知、聲

明、告示等方式拒收現金。

世界各地多保留現金選項
對比世界其他國家及地區，美

國聯邦法例雖然規定私人企業可

以自由制定是否接受現金的政

策，除非州法律另有規定，但已

有一些州份通過立

法，如馬薩諸塞州、羅德

島州和新澤西州等，禁止企

業歧視現金購買者。

世界另一大經濟體歐盟，其

委員會根據歐洲法定貨幣專家

小組的報告提出一項規定：除

非雙方同意使用不同的付款方

式，否則零售商不能拒絕現金

付款。展示標籤或海報表明零

售商拒絕現金付款，或以某些

紙幣面額付款是不夠的，必須

提供合理的理由，例如難以維

持 足 夠 的 現 金 儲 備 來 提 供 找

贖，或由於存在大量現金而存

在具體的物理安全風險等。然

而，歐盟委員會的這項規定並

不具有約束力，少數國家中，

商店仍可合法拒絕現金支付。

英國則與香港類似，英鎊雖為

法定貨幣，但商戶有權就自由交

易選擇支付方式，但英國消費者

協會近年同樣在呼籲商戶接受現

金，以保障弱勢群體。

內地：商戶拒收現金罰款50萬

長者支援須加強長者支援須加強

用電子支付遇難 有商戶拒現金添煩

常忘密碼憂詐騙常忘密碼憂詐騙
文匯要聞A1

◆責任編輯：郝原
◆版面設計：余天麟

話你知話你知

66歲的媚姐和許多退休的「雙老家庭」一樣，與老伴日常消費無外乎
買餸、飲茶、買衫買鞋等，外加繳付公共
服務費用，過程中清一色使用現金或拍八
達通卡，「去街市梗係現金，超市就用八
達通，政府繳費自然係去櫃台用現金或八
達通繳費。」

街市裝電子支付 少人用唯有放棄
她坦言，絕對支持特區政府推動電子支
付和數碼化轉型，「始終係大勢所趨，長
者唔想被時代遺忘，亦要跟上潮流！」
香港文匯報記者日前跟隨媚姐逛街市。
在挑選「心頭好」後，媚姐發現該商戶並
沒有安裝電子支付終端機。在街市工作的
劉女士解釋，香港不少社區還是以長者、
家庭主婦消費為主，還有大量的外傭也是
拿現金替僱主買餸，因此街市商戶除了顧
慮電子支付設備費用外，亦考慮到消費者
以現金支付為主，「這街市曾有商戶試行
使用電子支付，點知根本無乜人用，唯有
停用。」
記者之後跟媚姐到連鎖商戶購物，結賬
時她開啟手機上的電子支付應用程式，系
統要求她輸入賬戶名稱及密碼，媚姐笑
道：「我點會記得呢？」原來，不甘後人
的媚姐幾年前曾在大型超市推廣活動上，
下載一款電子支付應用程式，「心想又有
優惠、又能學到電子嘢，何樂而不為？」
她在申請成功後，增值數百元至賬戶

內，在職員及朋友的協助下順利使用了一
段時間，但不久後，她再次登錄時，被系
統要求重新輸入賬戶名及密碼，但她的腦
海一片空白，「後生仔女都會忘記密碼，
我哋長者點記得住？」
自此之後，媚姐一直將該應用程式閒
置，直至與記者逛街時已完全忘記密碼。
她坦言，電子支付對長者而言，最難的部
分首先是安裝App、填資料，以及牢記密
碼，加上近年與科技相關的騙案頻生，令
她對電子支付更敬而遠之，「長者最擔心
被人呃，就算學識使用電子支付，點樣保
護自己財產都係學問，後生仔都被呃過，
我哋邊有信心呢？」

倡政府開辦講座 教長者追上潮流
媚姐也熱衷網購，但由於不熟悉電子
支付，多數要求賣家「貨到付款」，
「如果實在想淘寶，唯有搵識用嘅老友

幫手買。」她希望特區政府可籌辦座談
會，幫助長者學習電子支付，「長者搵
唔到合適嘅人來教，希望未來政府可以
支援。」
同時，她更希望特區政府提供防騙教育

支援，「我同老友飲茶時都諗過，騙案咁
多，政府要推電子支付，係咪可以考慮政
府自己成立一個數據庫，或者設一種獨立
監察機制，保障市民電子財產呢？長者就
更有信心去學。」
根據香港法例，港元是香港法定貨幣，

但商戶是否接受港元現鈔屬商業決定。媚
姐也擔心有天電子支付成為主流，現金不
普遍使用，長者淪為「數碼弱勢群體」，
「我們不是不願意學，但始終能力有限，
甚至有人無法負擔智能電話，希望商戶、
政府服務，必須保留現金支付窗口，絕對
不可以完全淘汰。」
社區組織協會幹事施麗珊表示，不少
弱勢群體尚未改用智能手機，電子支付
對他們來說似乎遙不可及，然而推動數
碼化是大勢所趨，「政府即使在立法規
定禁止拒收現金上有困難，亦應當提供
其他類型支援，例如日後大量商戶不收
現金，必須在顯眼位置標示以提早告知
消費者，亦應當提供後備方案，譬如有
職員可替無電子支付者臨時代付款等，
而店舖內至少應當保留八達通這一支付
方式。」

系列系列

無現金化無現金化
之數碼代溝

香港距離無

現金世代仍是

路途漫漫，惟

流動電子支付

已是大勢所趨，長者、無智能手機及無家者等族群「數

碼鴻溝」是否嚴重？ 香港文匯報記者日前全程直擊一名

長者買餸，臨門用電子支付工具埋單時卻屢屢碰壁，不

是商戶未安裝電子支付工具，就是長者忘記付費密碼，

幾經輾轉仍是用現金。該長者直言：「唔想被時代遺

忘……電子支付唔係唔想學，而係有許多困難同擔

憂。」據香港現行法例，商戶拒收現金純屬商業決定，

不會觸犯法例，有關注組織建議特區政府未雨綢繆，修

例規定商戶不得拒收現金，確保在「無現金」世代下，

弱勢群體不被「數碼歧視」，以及

舉辦更多手機班助他們追上潮流。

◆香港文匯報記者廣濟

商戶拒收現金
並非杞人憂天，
早前台灣地區女
藝人謝忻遊港期
間，在惠顧一間
高級漢堡包店後
才驚覺該店不收
現金，最後由路
人代為電子支付
後，她以現金歸
還路人。香港有
一些日式料理店
也會拒收現金。
立法會議員江玉
歡指出，電子支

付普及只是遲早的問題，特區政府必須有高瞻遠矚
避免「數碼歧視」，「香港還有很多長者、弱勢群
體，並不是不想而是難以使用甚至無法使用電子支
付，因此未來電子支付與現金支付需要雙規並
行。」她並建議政府加強對長者等人士的教育支
援，可效法新加坡在各個社區內安排政府人員提供
教學支援，助弱勢社群度過數碼化轉型年代。

指現金是消費權益底線
江玉歡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即使目
前法例並未強制規定商戶必須接受現金，但港幣
現金是法定貨幣，理論上不可以拒收，「之所以
港幣法定地位需要保障，除經濟因素外，還在於
其普適性，大量的長者、弱勢群體等未能掌握或
無法使用電子支付的人士，現金及八達通成了他
們的唯一選擇，而在不少情況下，就連八達通也
有無法適用的時候，這時現金就是保障市民消費
權益的底線。」
她就曾有一次電子支付「甩轆」經歷：她長期

習慣使用手機內置的八達通，但有次手機故障無
法開啟，身上又無足夠現金支付停車費，導致當
時無法駕車離開停車場，「由此可見現金的必要
性，電子支付方式無論如何都有可能出現故障，
現金則是最後的保障，倘若未來大批商戶不收現
金，消費者就失去這一重保障。」

江玉歡認為電子支付目前在長者及弱勢群體中接受程度低，
除了部分人「不可為」，即沒有智能手機之外，還有許多長者
即使有心學習使用電子支付，但卻有重重顧慮。首先是傳統觀
念，有的人始終認為現金在手才知道用了多少，而另一大問題
則是近年愈演愈烈的網絡騙案，令長者膽戰心驚，「連年輕人
都會中招，更何況長者呢？」

給予弱勢群體足夠教育支援
因此，她呼籲特區政府在大力推行電子支付時，需給予長者
及弱勢群體足夠的教育支援，「鼓勵他們使用的同時要教會他
們，否則長者就容易成為騙徒的點心。」
江玉歡建議香港特區政府效仿新加坡，在各個社區內安排政
府人員為有需要的市民提供教學支援，以度過數碼化轉型年
代，「首先教學需由政府人員提供，畢竟涉及到個人財產，長
者始終對政府的信任多過其他人；其次支援期並非幾個月就足
夠，而是持續進行。」
她直言，香港關於現金支付方面的法例已多年未檢視，將來
有必要進行檢視，「現金和電子支付應該雙規並行，現金支付
不可被完全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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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媚姐忘記手機上的支付程式密碼媚姐忘記手機上的支付程式密碼，，一臉一臉
茫然茫然。。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木又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木又 攝攝

各地保障數碼弱勢群體措施各地保障數碼弱勢群體措施

◆謝忻早前遊港時，惠顧一間
只收電子支付的漢堡包店，她
要向路人求助擺脫尷尬。

資料圖片

◀菜販劉女士(右)表
示，長者、家庭主婦傾
向用現金買餸，曾有商戶
試行電子支付，「點知根
本無乜人用，商戶唯有停
用。」

香港文匯報
記者郭木又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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