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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卡诈骗案恶意透支的认定

  

 信用卡诈骗中“恶意透支”是指持卡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超过规定限额或者规定
期限透支，透支金额在1万元以上，并且经发卡银行两次催收后超过3个月仍不归还
。但在实践中“非法占有目的”及“银行两次催收”的把握却需要我们去推敲。

 关于非法占有目的。认定信用卡诈骗犯罪中“非法占有目的”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明知没有还款能力而大量透支，无法归还的；（二）肆意挥霍透支的资金，无
法归还的；（三）透支后逃匿、改变联系方式，逃避银行催收的；（四）抽逃、转
移资金，隐匿财产，逃避还款的；（五）使用透支的资金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
六）其他非法占有资金，拒不归还的行为。在办理的信用卡诈骗案件中，犯罪嫌疑
人做出最多的辩解就是“我不是不想还，我赚了钱了就还上”，给人一种后悔不已
和积极还款的假象。有时很多嫌疑人是在事后让其亲属或朋友等第三方帮助其还款
，但第三方的还款能力并不能构成持卡人本人的还款能力，仍可认定其“明知没有
还款能力”。有的犯罪嫌疑人则辩解说是自己经营不好，做买卖赔了钱，或者说是
商店被盗，经济上遭受了损失等等。还有犯罪嫌疑人辩称信用卡透支逾期未还款是
“意外事件”造成的。在一起信用卡诈骗案中，犯罪嫌疑人称透支款是用于手机店
的经营，因为经营不善造成无法还款。但经过深入侦查发现其使用信用卡透支款6
万元用于购买轿车。因此，在侦查阶段应该去调查造成信用卡透支款逾期是否是因
犯罪嫌疑人在还款风险控制过程中的过失或放任，如股票投资、主动辞职、购买非
生活必需的奢侈品等，此时的“意外事件”不能排除非法性和主观恶意的理由。此
外，还要分时段进行考虑，对犯罪嫌疑人在“意外事件”前的正常生活日常消费经
营的透支部分，不计入“恶意透支”的犯罪本金中，但对于“意外事件”发生后，
犯罪嫌疑人明知自己已经丧失还款能力的情况下，仍大量透支应认定为恶意透支。

 关于银行两次催收。银行一般会采用电话、信函、上门等两种以上催收形式。（一
）采用电话催收应通知到持卡人或联系人，短信、电子邮件不计为有效催收。如银
行通过联系人催收，应当调取联系人的证言。（二）信函催收是指向持卡人登记地
址邮递催收函或律师函进行催收。银行应提供催收函、律师函及邮局回执原件。（
三）“上门催收”是指银行工作人员到持卡人现住址或登记地址直接向持卡人或其
家属进行催收。银行应提供上门的记录或凭证。实践中银行主要采用电话催收的方
式。目前，银行内部有专门的电脑系统对催收情况进行记录，只要没有相反证据，
该电话催收记录是具有证明效力的。但是需要注意，由于该系统是银行内部操控的
，所以必须严格审查，确保催收记录能排除人为的修改，保证实时性、准确性、完
整性，从而保证催收记录作为证据的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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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催收必须有效。在办理案件中我们会遇到实际持卡人与登记持卡人不一致的情
况。例如借用他人的身份证和信息办理信用卡供自己使用，银行催收联系的是身份
证的主人。此时，登记持卡人在接到催收通知后及时表明不是实际使用人，并且帮
助银行通知实际使用人，只要有证据证明其已经转告，这种催收就是有效的。持卡
人为了逃避法律制裁，想方设法使银行无法通知到自己，那么无论透支金额多少，
透支实际多久，都会无法认定其构成信用卡诈骗犯罪，银行可以采取公告送达的方
式向持卡人实施催收，这样也可以作为银行催收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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