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行理财网
手刷与大POS的差别在哪里，看完这篇就懂了

先上结论

最近好多朋友私信，聊到手刷跟大POS，很多朋友就有这个疑惑：手刷和大POS到
底有什么区别，为什么手刷这么便宜，而且商户这么多，为啥还有人愿意花几百块
大洋办理大POS呢？

如果只是偶尔刷小额，对养卡提额没有很高的要求，刷刷积分、刷刷活动，的确用
手刷就够了；但是如果卡比较多，刷卡额度比较大，对提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来说
，大pos的效果还是好很多。

为什么手刷的提额效果始终比不上大pos机呢？我们接着说。

手刷的商户池模式

商户池就是支付公司先申请很多商户，这些商户各个行业都有，然后再做很多终端
，这个终端可以是传统POS机也可以是手刷，这些终端本身没有商户，每次刷卡的
时候，在支付公司后台自动把这个终端随机挂到某一个大商户名下，这样刷卡账单
就显示这个大商户的名称。

手刷的行业类别模式

大部分手刷都只能选择行业，刷卡时用户并不知道会刷到哪个商户。当然市场也有
cjt及qb等优秀的自选商户产品。

对提额来说，行业是最重要的，其次就是商户是否定位本地，然后是刷卡方式，额
度，时间，等等。但是手刷的商户是不能自选的，真正对提额有帮助的是餐厅，酒
店，酒吧，等餐饮娱乐行业，以及百货，服装，烟酒等生活消费类行业，如果刷的
是传播公司，石料厂，金融，建材等行业，哪怕费率都是一样，但是对提额来说是
没有帮助的。还有跳到学校，医院等0费率对卡更不好。

另外刷哪些卡提额更快也有学问的。

手刷的跳码

手刷单笔金额超过5000元，跳码可能性很大

经过我们长期观察，发现商户池模式的手刷，刷小额的情况下，大部分商户还是没
有问题的，但是，只要刷卡金额较大，单笔超过5000，跳超市或者加油（部分银行
无积分）、也有一些跳优惠类和公益类0费率的几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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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对于经常需要刷大额的用户来说，用大机更为稳定安全。

至于为何要跳码，接触了众多支付产品，可以得到一个结论，所有产品都有生命周
期，看运营该产品的支付公司策略是长远收益还是短期收益。

本地商户的重要性

手刷商户地址是根据GPS定位的，商户注册地址是支付公司指配的。银行只对违规
出省移机会有监控(专业术语为32域风控)，只要不出省肯定是没问题，每次刷卡，
城市代码变动并不会导致银行拉响风控报警系统。但是如果是省内跳商户，每次刷
卡间隔时间最好要相隔一天以上，这样才符合实际消费习惯。

而大机的商户是按客户要求申请的，地址可以定位到本市某个区，这样刷卡时就没
有那么多顾虑。

PS：本地商户的定义为信用卡发卡行对应的地区。

提额影响

这个银行也可以监测到，当然对刷卡综合评分会有影响。

那么，是不是说用手刷就一定提不了额呢？

其实好的手刷还是可以提额的，前提是个人没有不良征信记录，负债率不高。如果
个人负债率高，或者有不良记录，就最好不要用手刷，很容易把卡刷死。

有的支付公司，手刷跳码现象不严重，而且多半是标准类，很符合现在消费需求，
起码不会降额，而且对提额有一定帮助，下面就给大家分享一些使用手刷的注意事
项：

1.刷卡时间尽量选在早上9点到晚上8点之间。

2.刷卡金额不要是整数。不要每次都是10000，800，后面都是零的。这样银行会
很容易起疑心的。起码也要是自然数。

3.不要刷的太频繁。一定要注意两次刷卡时间不要太频繁，你不会分身术，一会在
这里，一会又到那里了，就算是本市商户机，也要隔个两个小时。

4.单笔刷的金额不要过大，俗话说”枪打出头鸟”是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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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刚还完款，就立马刷出来。这种做法是不明智的，起码也得让这些钱过个夜吧。

6.尽量少用扫码。很多人喜欢用二维码，觉得费率也比机子刷要低。二维码都是通
过微信和支付宝。这两个公司都是有风控的，特别是支付宝的风控特别严，刷多了
就容易被银行发现。

7.平常多用，真实消费。

一点小TIPS

1.守护资金安全，请选择一清产品：

是否一清，资金直接由授权第三方支付机构打款的，可在人行官网查询。

比如随机查询的，以下均为一清品牌，资金无忧。

2.使用市场口碑较好的支付公司或者品牌:

口碑好坏取决于跳码率的大小，定码效果，商户的类别，例如TF、CJT、QB、SXF
均为比较优秀的产品。

3.如果希望完美提额，愉快薅羊毛，DIY个性的MCC，只能使用大POS了。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3 / 3

http://www.tcpdf.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