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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这些信用卡使用技能 摆脱卡奴生涯

 信用卡都有哪些收费、欠款逾期了怎么办、如何避免不良记录、如何防骗？带着这
些问题，卡宝宝小蛙经过多方收集，整理了以下关于信用卡的收费规则及使用技能
分享给大家。

 掌握这些信用卡使用技能 摆脱卡奴生涯

 1、“开卡不用卡”仍需缴年费

 案例：家住辽宁的田先生，之前办了张银行信用卡，但是一直没用。今年5月被告
知，由于年费的问题造成了逾期。

 “后来我补了刷卡次数，经过了为期三个月的申请，最近查询不良信用记录总算是
消除了。”田先生说，我有别的信用卡，就一直忘记使用这张信用卡，谁知道不用
也会产生费用。

 在日常生活中，不少人有多张信用卡，像张先生这样“开卡不用卡”的现象普遍存
在，有时是为了帮朋友完成考核任务，有时是想获得申请时附赠的礼品。要想保持
良好的信用记录，这就需要了解银行信用卡年费的收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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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信用卡一般都要收年费，普通信用卡年费在25元－200元不等。不过当前各家
银行都推出各项免除年费政策，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年度内刷卡消费达到银行规
定次数；一类是年度内刷卡消费金额达到银行规定金额，或者二者兼有。

 据了解，华夏银行普通信用卡首年免年费，首年消费满5次免下年的年费，依此类
推。而中信银行信用卡是每年刷卡5次，就可以减免年费。

 需要注意的是，各家银行对信用卡年费收取时间也不同。虽然大多数信用卡年费按
持卡人开卡日期制定收取时间，但也有特殊情况。

 据中信银行客服介绍，每个客户年费收取日期都不同，不是开卡日期，当时开卡时
也不会知道，需要客户收到卡片后，打电话进行查询，会有一个特定年费的产生日
期。

 “欠了年费的话，可以做补刷卡等特殊申请，但这需要根据个人情况不同进行申请
。”上述中信银行客服介绍，如果年费一直没有还，不会收取额外的利息，但个人
征信会有记录。

 但据华夏银行客服介绍，如果没有按时还年费，跟未按时还款一样会产生逾期，没
有利息，但会有滞纳金，滞纳金按照最低还款额未还部分的百分之五收取。同时，
欠年费对信用也会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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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常见的年费、利息、滞纳金外，银行信用卡还有取现费、挂失费、分期收取费
等收费。

 据华夏银行客服介绍，还够最低还款额不会产生滞纳金，会计收利息，从交易日开
始计收，每天万分之五；如果没有还够最低还款情况的话，就会产生滞纳金和利息
。

 据浦发信用卡专员介绍，信用卡取现既有手续费，也有利息，每天百分之五。此外
，分期付款也有具体的手续费，根据分的期数不一样，利息不一样。另外，挂失也
有费用。

 PS：

 ●办信用卡免年费，但要在年费收取日期内刷够金额或刷满次数。

 ●没有按时交年费，会出现滞纳金和利息。

 ●除了年费，还有取现费、挂失费、分期收取费等收费，需要提前了解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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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握这些信用卡使用技能 摆脱卡奴生涯

 2、不良记录不会随卡注销抹去

 案例：最近王女士有点烦。2013年王女士在银行开了一张信用卡，前几天被通知
卡被注销了。因为信用卡里有600多元欠费，并且逾期应该有七八个月。

 “银行告知了就马上把款还了，但是客服说时间太长，卡已经不能用了。”王女士
说，像这种问题真的很恼火，本来欠的钱也不多，结果这样以后贷款都好麻烦。

 相比之下，董先生的情况就好得多。“因为最近假期花销太大了，所以跟银行申请
了后调还款时间。但仍没处理好，被告知逾期了两周多一些，本金加利息、滞纳金
，还了差不多1800元。”董先生说，银行告知只要好好还款，不会影响信用，后期
会帮忙调整额度。

 作为有卡一族，在享受信用卡带来便利消费的同时，也要谨记信用卡的信用问题。
像王女士一样忘记还款，就会产生不良信用记录，从而影响到今后的个人借贷业务
。因此，如何避免不良信用记录关系到持卡人的切身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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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来说，如果是没有按时还款或是还款金额不足，不仅会收取滞纳金和利息。同
时如果逾期时间比较长，如一个月以上，就会影响个人基本征信。继而，往后贷款
或后续申请调整信用卡额度，再就是到别的银行办信用卡贷款等都会受到影响。

 一位银行信用卡人士也表示，主要是看逾期的时间，一般逾期一两天没事，但是逾
期好几个月就不行。现在如果有逾期，五年之后可以消除。

 据了解，目前央行规定，个人征信记录追溯时间有效期为5年，这意味着五年后不
良记录能彻底消除。此外，信用卡还款信息将被央行征信系统滚动记录24个月，也
就是说信用记录两年可以刷新。但这就要求信用卡持续使用，并保持良好的刷卡记
录。

 “如果信用卡逾期还款产生了不良记录，把钱还了再把卡注销，这样不良记录不会
随之被注销掉。”上述银行信用卡人士表示，银行之所以注销了信用卡说明该人用
卡非常不符合银行的规定，如套现、欠钱不还、超时限等。

 要避免不良征信记录，上述银行信用卡人士表示，就需要做到每月按时还款，一旦
还不上就分期或是跟银行申请后调还款日期，只要在规定时间内还就没有问题。但
在发现逾期后一定要尽快还款，并且最好是全额还款。一般逾期几天，银行会打电
话告知，而且逾期几天是不上征信的。同时，如果以前一直记录良好，且逾期时间
短，发现逾期后还款良好，则有可能不被记为不良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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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为了避免疏忽大意忘记还款，浦发银行信用卡人士建议，最好是在收到信用
卡后开通自动还款功能，将银行借记卡（如工资卡）与信用卡关联，每月还款日前
银行会自动扣款，为信用卡还款。

 

  ●每月按时还款，还不上就分期或是申请调后还款日期。

 

 

  ●可办理自动还款，与工资卡绑定，防止逾期。

 

 

  ●信用记录两年可刷新，五年可洗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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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握这些信用卡使用技能 摆脱卡奴生涯

 

 

  3、网上刷卡消费保护好个人信息

 

 

  案例：7月30日，家住北京的曹女士收到了一条短信，被消费了10.05元，由于金
额不大，没太在意。但隔了一分钟，又接到一条短信，消费了45元，这时曹女士觉
得不对，就给银行信用卡中心打电话。就在犹豫是否要挂失的同时，又被刷出去了
一笔，1000多元。这时，曹女士跟客服说赶紧挂失，结果正在被刷的3000元交易
失败，避免了这笔损失。

 

 

  “经银行查询，连续盗刷是在某旅游网上发生的。我有三张信用卡，刚好被盗刷
的是之前在那个旅游网上预订酒店的那张。”曹女士说，今年5月初，自己曾帮助
同事用他的账户在携程网预订了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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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女士说，自己一直都挺注重个人信用卡账户信息，虽然是同事，但当时都是自
己输入的号码、三位安全码和信用卡的有限期限等信息。而且这张卡平时都不会随
时带在身边，都是放在家里。

 

 

  “银行说有大概50天的调查期，之后会告知这笔钱需不需要我还。现在这个信用
卡处于挂失状态，这个月暂时不用我还，但是到底最后怎样还不知道。”曹女士说
。

 

 

  在互联网时代，用信用卡在网上交易越来越快捷，但信用卡被盗刷的风险也日益
增大，信用卡安全问题一直是持卡人关注的焦点。

 

 

  今年7月，中国银行业协会今天发布《中国信用卡产业发展蓝皮书》显示，信用卡
产业促销费、拉动内需作用明显，但同时，互联网欺诈损失金额逐年上升。截至20
14年底，我国信用卡累计发卡量4.6亿张，全年信用卡交易金额为15.2万亿元，但
互联网欺诈损失占比上升4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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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了解，目前钓鱼网站、诈骗短信、电话等成为常见的诈骗手段。消费者无论是
在网购还是在线下支付时一定要多留个心眼。

 

 

  招行客服建议，客户选择正规网站消费，不要轻易点开陌生的链接，不要将卡片
借给他人使用。在刷卡消费过程中，不要将卡片离开自己的视线。

 

 

  “在网上消费建议使用网银等安全系数更高的方式进行相应的支付，在某些程度
上降低风险，避免损失。”工行客服表示，如果有号称工作人员给持卡人打电话时
都要慎重一点，因为一般银行是不会给客户打电话的，而且打电话都是正规的客服
号码。只要不主动泄露个人信息，单纯接电话不会有风险。之后可以打电话给客服
进行核对。

 

 

  此外，目前对于信用卡设不设置密码众说纷纭，很多人都认为“信用卡不设密码
更安全”，理由是银行规定的“失卡保障”往往限于签名消费，而凭密码消费、网
络交易、电话转账等，均不在“失卡保障”范围之内，也就是不设密码的信用卡一
旦被盗刷，银行是要承担责任的。那么信用卡是不是不设密码更安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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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工行客服介绍，工行的信用卡激活必须有6位数的密码，卡片激活之后可以设置
消费密码，这个可以根据消费习惯进行调整。一般需要输入密码的话，相对来说更
加安全。因为毕竟卡遗失的话，别人捡到可以刷卡。

 

 

  上述银行信用卡人士认为，信用卡安不安全与有无密码关系不大，只要信用卡不
借给别人，别人不知道持卡人的信息是无法盗刷的。

 

 

  

  ●选择正规网站消费，不要轻易点开陌生的链接。

  

  

  ●不要轻易向他人透露个人信息，如有异常，及时跟银行客服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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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用卡最好设置密码，不外借他人。

  

  

   

  

  

  掌握这些信用卡使用技能 摆脱卡奴生涯

  

  

  4、恶意套现认定为诈骗将被追刑责

  

  

  案例：前段日子，杨女士的朋友跟一家建材城达成协议，可以在那边通过信用卡
套现来炒股，只需要支付非常少量的手续费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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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没几个月，杨女士就收到了银行打来的问询电话，询问杨阿姨为何接连几个
月都在同一家商户有大额消费行为，并且告知杨女士，信用卡取现是正常的功能使
用，但信用卡套现属于违法行为，一旦被确定，很有可能被降额度停卡销卡，也会
影响到个人征信记录。

  

  

  杨女士才意识到这并非是钻银行的“空子”，还有更严重的后果，就暂停了信用
卡套现炒股。她上网找了一些关于信用卡套现的文章，才知道原来套现是违法行为
，还会影响个人征信记录。

  

  

  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发展，银行后台会对信用卡的交易情况进行监督和记录，因此
恶意套现行为很容易被发卡银行识别出来。

  

  

  那么，信用卡套现会给持卡人带来怎样的后果呢？据银行人员介绍，首先，一旦
发卡银行确认持卡人存在信用卡套现行为，银行会对信用卡做出一定的处理，比如
止付、降低授信额度、冻结甚至销卡。而长远来看，随着央行建立的个人征信系统
的不断完善，信用卡套现行为将被录入持卡人的征信记录以及银行间共享的欺诈信
息库中，对个人日后的贷款等金融、信用行为带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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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更为严重的是，一旦恶意套现行为被认定为诈骗行为，持卡人将面临刑事责任
的追究。持卡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信用卡进行恶意透支，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
，依照刑法第196条的规定，以信用卡诈骗罪定罪处罚。

  

  

  而持卡人若通过虚假交易等手段恶意获取银行积分并兑换使用，系以非法占有为
目的，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公私财物，如数量较大，或涉嫌构成刑法
规定的诈骗罪或合同诈骗罪等。

  

  

  此外，信用卡套现容易使人产生“钱来得太容易”的幻觉，使持卡人陷入以卡养
卡、无力偿还的怪圈，带来不良的信用记录，严重影响日后的个人贷款、银行卡申
请等。

  

  

  信用卡套现不但对持卡人有影响，套现的“帮凶”商户方也需要负责。2009年12
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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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违反国家规定，使用销售点终端机具（POS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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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以虚构交易、虚开价格、现金退货等方式向信用卡持卡人直接支付现金，情
节严重的，应当依据刑法第225条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网购平台提供虚假交易帮助套现，很可能刷卡扣款之后，商户“消失”，得不到
现金。

   

  

  ●一旦发卡银行确认持卡人存在信用卡套现行为，银行会对信用卡做出一定的处理
，比如止付、降低授信额度、冻结甚至销卡。

   

  

  掌握以上信用卡使用技能，让自己不再当卡奴，小蛙提醒各位看官：用卡要理性
，规则牢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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