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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业协会26日在京发布《2009年中国信用卡产业发展蓝皮书》显示，2009
年我国信用卡交易总金额达3.5万亿元，同比增长69.9%。但在信用卡业务快速发展
、消费信贷不断增长的同时，信用卡坏账风险也在不断增加。

专家表示，同业竞争导致信用卡滥发、信息不对称等因素致使坏账风险增加，但是
在各家商业银行采取措施提高门槛，多个部门通力合作下，信用卡坏账风险可控。

不能掉以轻心 信用卡坏账风险一路攀升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信用卡逾期半年未偿信贷总额
达88 .04亿元，较2009年第四季度增长14.4%，信用卡逾期 半 年 未 偿 信 贷 总
额 占 期 末 应 偿 信 贷 总 额 的3.5%。截至2009年末，信用卡逾期半年未偿信贷
总额为76.96亿元，同比增长127.9%，信用卡逾期半年未偿信贷总额占期末应偿信
贷总额的3.1%，比2008年年末增长1个百分点。

光大银行信用卡中心总经理戴兵说：“信用卡呆账扩大，对银行最直接的冲击就是
风险上升和盈利水平下滑，进而影响信用卡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交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表示，目前，国外商业银行信用卡不良率普遍控制在5%以
下，国内商业银行信用卡不良率大都在3%左右。虽然信用卡不良率要高于其他银
行资产不良率，但占银行信贷总量较小，且信用卡业务属于高收益高风险的业务，
高收益可填补不良带来的损失。目前，信用卡的不良率还不会对大型商业银行造成
影响，但其不断攀升的增长幅度还是需要控制，不能掉以轻心。

滥发信用卡、信息不对称等成诱因

连平认为，信用卡坏账增速不断攀升首先与去年经济整体状况有关。由于金融危机
，2008年经济整体下挫，加之信用卡拖欠还款有滞后性，因此信用卡坏账自2009
年开始显现。央行2009年第一季度公布，我国信用卡逾期半年未偿信贷总额49.7亿
元，同比增加133.1%。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认为，信用卡坏账迅速攀升，一方面由于
很多持卡人消费无约束，超出了其还款能力，非理性的消费行为容易导致坏账产生
；另一方面，一些商业银行为了争夺信用卡市场，放松了客户甄选标准，滥发信用
卡。客户鱼龙混杂，让非理性消费成为可能，也为信用卡风险增添了隐患，恶意透
支事件频频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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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兵认为，恶意透支行为的根源主要是当前我国诚信体系建设的不完善。这主要表
现在征信系统数据不完整，不能覆盖所有人群，并且跨部门信息共享机制尚未建立
，由于信息不对称，为恶意透支者提供了可乘之机。

赵锡军认为，目前不少银行在信用卡的监控管理方面还存在漏洞，对授信额度和还
款细则都需要严格规范。宏观上，还应加大对信用的集中管理，各家银行需要一个
平台进行信息沟通和分享，对持卡人的总信用额度进行规范，避免持卡人在多家银
行申请。

监管层高度关注 多部门立法建规联合防控

中国银联总裁许罗德介绍，“金融危机期间，美国信用卡坏账率一度达到10%，今
年有可能控制在8%，中国银行机构应在发展中防范和化解风险，吸取国外经验教
训。”

事实上，银行信用卡的坏账风险已引起监管部门的重视，2010年5月18日，最高人
民检察院、公安部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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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去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明确“恶意透
支”的司法解释后，这一规定又将信用卡坏账的风险防控推进了一大步。

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副局长张涛介绍，今年1月至4月，公安部门查处信用卡透支
案件3800余起，追回损失共计5000余万元。

近年来，银监会又陆续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银行卡服务和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关于进一步加强信用卡业务风险管理的通知》和《关于进一步规范信用卡业务的
通知》等，并多次与人民银行、公安部和工商总局等部门合作，加强银行卡安全管
理。目前已经督促相关银行业金融机构采取了呆账核销、调整催收策略、排查和关
闭高风险账户、补充损失准备金等有针对性的措施。

银监会表示，各商业银行在银行卡业务创新的过程中，要以防范风险为前提，坚持
“区别对待、强化内控、充分披露”的原则，对新产品的可行性严密论证，进行充
分的风险测算，完善产品定价机制和风险管理措施，做到成本可算、风险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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