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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北京11月26日（记者 徐曼曼）信用卡再次成了“夺命毒药”。今年6月，上
海一家三口因信用卡透支50多万，无力偿还而烧炭自杀。近日，上海银监局针对此
事，对涉事的7家商业银行处以240万元的罚款，事由为银行有未依法审查申请人资
料真实性、过度授信与对异常交易管控不力等违规行为。

这7家银行机构分别为浦发信用卡中心、兴业银行信用卡中心、交行信用卡中心、
民生银行上海分行、中行上海市分行、工行上海市分行、花旗银行(中国)。其中，
民生和中行被罚50万元，工行、交行、兴业、花旗各被罚30万元，浦发被罚20万
元。

上海银监局行政处罚决定书显示，7家银行涉及的客户不是“张××”就是“林××
”，市场猜测这些银行所涉及客户是相同的两人。

近年来，伴随着信用卡业务的急速发展，风险和隐患层出不穷。“卡奴”自杀事件
仅仅是问题的冰山一角。水面之下，有更多问题值得深思。

《2013年中国信用卡产业发展蓝皮书》显示，仅2013年一年，我国信用卡新增发
卡量6100万张，比上年增长了18%。央行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年末，信用卡逾
期半年未偿信贷总额为251.92亿元，较上年末增加105.34亿元，增幅高达71.86%
。可见，信用卡的发行数量仍在较快上升，越来越多的人沦为“卡奴”。

那么，银行为什么要大力发展信用卡业务，最主要的原因是“利”字当头。只要持
卡人使用信用卡，银行的中间业务就产生了。其中，最显而易见就是刷卡回佣，刷
卡人越多，银行所收到的佣金就越多。

其次，对于持卡人来说，难免会有资金周转不开、抑或忘记还款的情况，这样一来
银行就能赚到免息还款期外的利息收入了，这个收入远高于贷款的利率。

对于部分还款压力巨大的客户，可能还会选择信用卡的另一项重要功能—分期付款
，将欠款分做3个月、6个月或更长的时间还清，每个月的还款压力就会骤减，但在
这种方式下，持卡人是需要支付银行利息或手续费的。

而对于那些无论如何也还不起钱的客户，银行则会收取滞纳金和复利，这部分的收
入也是信用卡的一个重要收入来源。

事实上，在监管边缘游走的信用卡早有“夺命基因”。对于银行来说，多发卡多授
信才能带动利润。为了追求发卡量，部分银行对客户的审查只是“走走形式”，降
低了对授信审查和额度管控的严格程度。在发卡和风控之间，银行的天平始终在向
前者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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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销售人员为了冲业绩，还经常和办卡人玩儿起文字游戏，他们通常告诉办卡人
是：“不激活就不收费，无风险”，而不是“开卡后持卡人将面临哪些风险”。告
知义务部分程度的缺失，则成了将“卡奴”推向深渊的“加速器”。

“还不上钱自杀”的悲惨结局，几乎无可避免地冲击了民众最底线的安全感。信用
卡在我国的发展历史仅二十多年，很多持卡人由于对信用卡的风险预估不足，透支
过度，最终无力偿还。悲剧的发生，持卡人固然脱不了关系，但银行是否也应该反
思，为了追求利润，这些年是否过度重视外在的做大做强，忽视了内在的风控管理
？是否过度重视市场占有，忽视了市场规范？监管部门是否也应该反思，征信体系
的建设步伐过慢，是否与行业的快速发展极不对称？

“卡奴”悲剧更是目前信用卡行业混乱现状的投射：商业银行的过度、多头授信以
及粗放发展、无序竞争、内控不严；监管层的缺位，征信评估系统的不完善，有效
参考价值大打折扣；消费者的不加节制消费或投资。

归根结底，“卡奴”自杀悲剧暴露的是整个社会信用体系脆弱，拷问的是银行和监
管部门的规范缺失和监管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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