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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信用卡盗刷：不还钱信用记录不良 还钱憋屈

自己未曾花销，却莫名接到消费通知

不还钱信用不良 还钱憋屈

如今，许多人都办了信用卡，消费时拿它一刷，着实方便。同时，信用卡被盗刷的
案例，也屡见不鲜。持卡人求助无门、替贼埋单，更是常事儿。请看两位受害者的
经历。

遭遇盗刷

还身背不良信用记录

“信用卡被盗刷，我都想认倒霉，自己掏钱填上，可银行还不让。不良信用记录一
直跟着我，买房子都贷不了款。为解决这事儿，我被折腾了3年。”在北京工作的
彭兰兰（化名）说道。

事情要追溯到2012年初。当时，彭兰兰回了趟老家，在某知名银行牡丹江分行申请
了一张信用卡。“在大厅里被推荐了这张卡，说在国际上都能用，于是就办了。”

后来，有朋友把一笔钱还到了彭兰兰的这张卡上。“信用卡没法提取现金，我在生
活上的大小开支就经常用这张卡。”彭兰兰说。

2013年1月的一天，彭兰兰在手机上收到4笔消费通知：“总共花了1000块钱左右
。信息是英文的，可我那阵子根本没出国。”

毫无头绪的彭兰兰拨打了信用卡热线。银行鉴于卡内还有余额，进行了冻结处理，
并要求她提交身份证、护照等材料，及一份情况说明，寄到开通此卡的牡丹江分行
。彭兰兰照办。

当年3月，银行打来电话，告知彭兰兰“处理好了”，并建议更换信用卡，避免遗
留不安全因素。彭兰兰也同意了。

彭兰兰以为，“处理好了”是指追回了盗刷款。实际上，银行的意思，仅仅是指同
意受理换卡事宜，并将原卡的余额转移至新卡。因为余额有上万元，盗刷金额对账
面的影响并不明显，彭兰兰当时没有意识到，为盗刷埋单的其实是她自己。

更大的麻烦还在后头。

2013年5月底，换了新卡的彭兰兰再次接到不明消费通知。“这次是5笔境外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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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共有1300多块钱。”她又拨打了信用卡热线，银行对卡进行了冻结，并建议报
警。

警方说金额太小，无法立案，还是应该找银行处理。彭兰兰又致电银行，银行又让
她出具身份证、护照、情况说明等材料。

但这次寄出材料后，却石沉大海。彭兰兰不时致电牡丹江分行，询问处理进展，银
行却一再让她耐心等待。

就在彭兰兰等待的过程中，不良信用记录产生了。彭兰兰一度想“认栽”，自掏腰
包把窟窿补上，请银行解冻信用卡，并把信用赎回来。但银行表示，已经走了争议
消费的程序，不能说解冻就解冻，必须等银行处理。

银行要求警方出证明

警方要求银行出证据

上千元被盗刷，更多的钱“冻”在卡里不能用，最麻烦的还是信用被“拉黑”。彭
兰兰所在的公司要为上百名员工申办另一家银行的信用卡，只有她信用不良。“卡
办不下来就算了，关键是不知道同事们怎么看我，精神上太受折磨了。”

申请房贷，更成为不可能。“本来交首付就行，现在只能凑齐全款。在北京买房，
一半的钱要找人借，你说有多难？”

彭兰兰这一等，就等了将近3年。“期间也想回牡丹江解决，可我放长假的时候他
们也休息。家人年纪大，跑不动，也不懂。”在北京工作很忙的彭兰兰，唯一的办
法就是打电话，但每次得到的回复都是“请等待处理”。

今年春天，彭兰兰再次拿起电话。牡丹江分行终于提供了一点调查进展：消费疑似
发生在美国某手机品牌的网站上，至于谁刷的，还得公安查。彭兰兰走进了派出所
。民警表示，金额不足以立案，但可以让银行给流水单盖章，按治安案件处理，不
保证能侦办出结果。卡被盗刷的证据，要银行提供。

彭兰兰又致电牡丹江分行，被告知必须让警方提供盗刷的证明，才可以盖章。再问
警方，警方说钱款去向和记录都在银行，必须由银行出证据。回过来再问银行，牡
丹江分行又要求她到深圳的信用卡部去解决。

“就像进了死胡同，找不到出路。”彭兰兰决定找律师。银行闻讯，答应消除不良
信用记录，但条件是彭兰兰必须签字认账，且不得再打官司。直到这时，彭兰兰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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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白，第一次盗刷原来是自己埋单的。

“3年了，快崩溃了，耗不起了。”彭兰兰签了字，吞下了委屈，“已经停用了这
家银行的所有业务，不想再跟他们扯上关系了。”

报案晚了

就得承担全部损失

另一位在北京工作的陈女士，也遭遇了信用卡盗刷。“银行、警察都让提供材料，
证明被盗刷。问题是这些证据都不完美，我怎么证明，可能都免不了担责。”她说
。

今年1月的一个深夜，陈女士被短信吵醒。“迷迷糊糊地看了一眼，是信用卡消费
通知。我以为是伪基站冒充银行诈骗，就没理。”第二天白天，陈女士忙于工作，
也没顾上琢磨短信。

短信发来48小时之后，开卡的中国民生银行打来电话，陈女士这才发觉不对劲。

“因为又发生了消费，而且是在国外的同一地点、同样是整数，所以银行怀疑有问
题，中断了交易，打电话给我。这个得谢谢银行，没让第二次盗刷得逞。”

然而，第一次盗刷却已经成为事实了。“一笔是1000加拿大元，一笔是2000加拿
大元，加起来约合人民币1.5万块钱。”陈女士准备了护照等材料，提交给银行。材
料显示，陈女士最近一次出国，是在2013年去了欧洲。

其后，银行表示，因为陈女士的反应时间超过了48小时，所以损失只能由她全部承
担。“我觉得，银行可以辨认签名嘛，那就能证明不是我签的。可银行说，只要设
置过密码，在国外消费时，银行一律不把签名作为参考。”

陈女士不想为盗刷埋单。银行说，如果这样，很快就会产生不良信用记录。3月份
，陈女士在付钱之后，转而求助公安部门，希望挽回损失。

“到了派出所，警察批评我没立刻报案，不然就能开一份被盗刷证明。”陈女士说
。

对于挽回损失，陈女士现在基本不抱希望。“警察说了，要追回钱，得满足三个条
件：一是能破获犯罪团伙；二是有相关记录，证明被盗刷的人里有你；三是这个团
伙还有余钱，能退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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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受害者询问

银行一问三不知

为求证陈女士的线索，记者拨打了中国民生银行信用卡中心北京营销中心的电话，
接线员表示“查不到”。当被问及“类似情况下银行与客户如何担责”，接线员先
说“不知道”，随后为避免追问，挂断了电话。再次呼叫时，则无人接听。

此后，陈女士自己又拨通了民生银行信用卡客服热线。接线员强调，民生银行的后
台法务部门已经给出过处理意见，即“透过本人交易，无明显欺诈特征，时间上和
地点上无法排除同一卡片交易的可能”。这个调查结果3月份就出来了，陈女士也
还款了，此事就算完结了。

陈女士询问：“无明显欺诈交易的结论是怎样得出的？”接线员建议陈女士“联系
一下当地的信用卡中心，来核实调查过程”。陈女士联系了信用卡中心，接线员强
调：“我们这边只是提交资料的。”银行的调查过程他们并不知情，并建议陈女士
回去找热线询问，“具体的流程都是总部那边确认的”。

陈女士再次联系热线，询问“通过什么途径可以了解调查经过”，接线员表示“超
出服务范围，没办法回答”。当被问及“如何防范再次被盗刷”，接线员提供了“
保护好相关资料”“按信用卡合约规定正常使用卡片”等建议。

陈女士还从网上自学了防止信用卡被盗刷的知识，并发到朋友圈分享给身边人。“
首先，磁条的卡不安全，很容易被人复制，最好换成芯片的。”陈女士说，她被盗
刷的信用卡恰恰就是磁条的，“办卡的时候，额度也不是越大越好。我后来在别的
行办卡，能申请6万元的额度，但我只申请2000元。还有就是，不出国的时候，把
境外消费的上限调到最低，真需要出国时，再调上来。”

被盗刷了近1.5万元，陈女士还是心有不甘。她咨询了律师朋友，“律师也说，我反
应得迟了，多少要承担一些责任。不过，就算判我承担一半，也比现在都由我出要
好得多。我想我会通过法律程序维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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