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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信用卡乱象频发，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一方面，部分消费者过度依赖
信用卡透支消费，陷入了以贷还贷、以卡养卡的“窘境”；另一方面，有些消费者
将信用卡借款违规用于房地产、证券等非消费领域，致使金融风险累积。

为促使消费者正确认识信用卡功能，树立理性透支消费观念，6月29日，中国银保
监会消保局发布《关于合理使用信用卡的消费提示》（以下简称《提示》），告诫
广大消费者不要“以卡养卡”、“以贷还贷”，更不要“短借长用”，合理发挥信
用卡等消费类贷款工具的消费支持作用。

近日，广发银行信用卡中心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明确信用卡资金用途的公告》。此
前，民生、平安、农行等多家银行也相继发布明确信用卡资金用途的公告，明确指
出个人信用卡透支应当用于消费领域，不得用于生产经营、投资等非消费领域，包
括购房、证券投资、及其他禁止性领域。

从监管机构到发卡银行，正在积极构筑起一道防范信用卡无序滥用的“防火墙”，
力促信用卡消费走上理性、健康的发展之路。

“超前消费”乱象凸显

毋庸置疑，信用卡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不仅减少了纸币的接触、免除
了假钞的困扰，省去了零钱的繁琐；更重要的是，让你外出购物时不再受困于一时
资金不足的束缚，而尽享消费之乐。其安全、卫生、便捷、可透支的消费体验，受
到了年青一代的广泛青睐。

但一个不可忽视的现实是，过度透支消费隐含着巨大的债务风险。近年来，随着信
用卡透支消费理念的广泛传播，致使年轻人的消费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超前消
费”成为他们的日常行为。在信用卡透支功能的加持下，让他们摆脱了资金缺乏的
束缚，并在攀比、虚荣心的驱使下，盲目购置起五花八门的各类商品，小到食品、
服装，大到汽车、房屋，从日用品到奢侈品，衣食住行无所不包。但在一时的虚荣
之后，等待他们的却是入不敷出的还款焦虑。更有甚者，因还不上信用卡借款，不
得不选择各种网络高息贷款平台借新还旧，最终在巨额债务的重压之下，发生了悲
剧。

根据近年来因恶意透支被判刑的案例来看，拆东墙补西墙、滚雪球式透支行为最为
常见。大多被告人都在“以卡养卡”式透支，即通过向不同银行申领多张信用卡，
透支后采取拆东墙补西墙的方式，依靠新的透支偿还以往透支款项，最终导致透支
数额滚雪球式愈来愈大，直至完全丧失还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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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央行发布的《2019年支付体系运行总体情况》显示，信用卡逾期半年未偿信贷
总额为742.66亿元，占信用卡应偿信贷余额的0.98%。有相关媒体统计，我国信用
卡期末应偿信贷总额从2009年的2457.58亿元逐年增长至2019年的7.59万亿元，1
1年增长近30倍。

为此，规范信用卡的合理用途，严控申请人的许可范围，让“量入为出、合理消费
”的习惯不断深入人心，成为了当下信用卡消费领域健康发展的关键。

正确认识透支的法律风险

合法理智地使用信用卡消费可以帮助我们积累个人信用，增添诚信记录。但现实却
呈现出残酷的一面，一大批年轻人正被困在信用卡透支、逾期的“囚牢”之中，更
有甚者，因恶意透而触犯刑法，最终被判刑。无疑，造成信用卡滥用的一个重要的
原因，正是消费者对信用卡使用法律风险没有充分的认识，却在盲目消费之下，铸
成大错。

信用卡，就是一种非现金交易付款的方式。其具备的透支功能，是信用卡发卡机构
给予持卡人在持卡购物消费时规定限额内的短期透支。也就是说，持卡人可以在规
定的额度内透支消费，但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还款，如若发生逾期、或者恶意透支
，就会产生严重的后果。

首先，会产生逾期利息和滞纳金。信用卡发生逾期，银行就会对持卡人收取逾期利
息和滞纳金。信用卡逾期利息的日利率通常为0.05%。滞纳金一般是按照最低未还
款额部分的5%收取的。因此，持卡人的未还款拖得越久，产生的逾期利息和滞纳
金就会越多。

同时，会影响个人征信记录。在信用卡发生逾期后，通常情况下银行会如实将持卡
人的逾期记录上传至央行的征信系统。而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个人征信上的逾期记
录最高会保存5年，即从还款之日开始计算，若一直不还款，那么征信报告上的逾
期记录就会一直存在。在个人征信异常重要的当下，一旦有了污点，其影响不仅体
现在金融业务办理方面，而在乘车、住酒店、求职等诸多方面均会受到不同程度的
影响。

此外，最为值得重视的是，在严重恶意透支的情况下会被判刑。2009年12月15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关于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标志着信用卡恶意透支正式“入刑”。该《解释》对“
恶意透支”予以了明确，一是银行两次催收通知，二是收到通知后超过3个月不归
还。恶意透支超过1万元以上，就要被判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而如果透支
额度达到100万元以上，就要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甚至是无期徒刑。此外，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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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发布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规定信用卡恶意透支数
额在1万元以上的，应予立案追诉。

因此，一旦恶意透支面临的将是严重的法律风险，这也是在正告每位信用卡消费者
，必须养成理性消费的习惯，力戒消费陋习。

制度规范，让消费更理性

针对信用卡消费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近年来监管机构和发卡银行相继出台相关文
件予以规范，并且取得了可喜的成效。

2008年，银行机构在大学校园开始推广信用卡，因为学生们缺乏自制力，在脱离父
母后的消费冲动驱使下，导致办理信用卡的学生激增。但大学生本身因缺乏固定的
收入来源，在失去了父母合理的资金支持后，还款能力就十分堪忧，越来越多的逾
期则成为了必然。

为进一步规范银行机构信用卡的办理范围，2009年银监会发布了《关于进一步规范
信用卡业务的通知》，明确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应遵循审慎原则向学生发放信用卡
。不得向未满18周岁的学生发放信用卡(附属卡除外)。向经查已满18周岁无固定工
作、无稳定收入来源的学生发放信用卡时，须落实第二还款来源，第二还款来源方
应具备相应的偿还能力。银行业金融机构发放信用卡前必须确认第二还款来源方已
书面同意承担相应还款责任，否则不得发卡。

同时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应积极向学生家长或其他有关管理人告知学生申请领用
信用卡的相关信息。

在今年6月29日中国银保监会消保局发布的《提示》明确指出，应正确认识信用卡
功能，合理使用信用卡，树立科学消费观念，理性消费、适度透支。

《提示》指出，信用卡的主要作用是满足金融消费者日常、高频、小额的消费需求
，方便消费者生活。但有些消费者过度依赖信用卡透支消费，背负了超出其偿还能
力的大额信用卡贷款，甚至陷入“以贷还贷”“以卡养卡”的境况，导致资金紧张
、还款压力倍增等问题。还有消费者将信用卡借款违规用于房地产、证券、基金、
理财等非消费领域，放大资金杠杆，易导致个人或家庭财务不可持续，并会承担相
应后果，也致使金融机构风险累积。

《提示》强调，消费者应当正确认识信用卡功能，理性透支消费，不要“以卡养卡
”“以贷还贷”，更不要“短借长用”，合理发挥信用卡等消费类贷款工具的消费
支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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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加强持卡人的素质教育也至关重要。中国工商银行一位负责人告诉《中
国产经新闻》记者：“应该在全社会普及金融知识，让持卡人尽早接受消费和理财
教育，树立起正确的消费和理财观念。更重要的是，要让持卡人充分认识到个人信
用的重要性，以及失信后的惩戒机制，从而自觉抵制触碰征信红线的行为。”

我们相信，在银保监会和各大银行的规范信用卡资金用途警示之下，不仅会对信用
卡违规买房、炒股等行为形成有效遏制，进一步促使消费者养成正确的信用卡消费
习惯，并让量入为出、理性消费的观念不断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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