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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家银行信用卡挂失费达50元被指绑架持卡人？

  

感觉我们就像是被银行绑架了！连日来，本报陆续报道了今年以来银行提高同城跨
行取款手续费，开收贷款手续费、提前还贷的贷款账户管理费，名目繁多的银行收
费，引发市民争议。昨日，福州王女士拨打本报新闻热线968111又反映了一个新
情况：多数市民认为信用卡挂失费太高了，可偏偏又没办法不交。

记者获悉，目前银行收费项目已达上百种，而且还有不断增加的趋势。对于银行收
费，市民普遍反感的有收费项目过多、费用过高、强迫消费、不公示、服务跟不上
等五方面。

不缴挂失费，账户就不安全？ 

挂失个账户，要50元，也太贵了吧！福州王女士说，上个月，她的信用卡丢了，她
赶紧到银行挂失，以为挂失费最多只要10元，可没想到工作人员却狮子大开口：挂
失要收50元，补卡免费。

重新办张卡免费，挂失却要50元，王女士无法接受，让银行将账户冻结，并要求销
户。银行工作人员却称，申请销户到销户之间需45天时间，如果在冻结账户的情况
下直接销户，这45天的风险由持卡人承担；如果办理了挂失，则风险由银行承担。
这账户都冻结了，还有啥风险呢？王女士认为，自己被银行绑架了。

记者拨打该银行客服电话了解到，情况确如王女士所言。随后，记者又拨打了多家
银行客服电话得知，各银行信用卡挂失费多在40元以上，高的还达到60元；信用卡
丢失挂失后，风险由银行承担，冻结乃至销户后万一发生风险都由客户自行承担。

银行卡收费，名目繁多 

福州张小姐算了笔账，她说，养张银行卡，一年得花近百元。银行卡每年需交10元
年费，每月2元的短信服务费，一年共计24元。

上个月，我急着用钱，跨行取了1万元，手续费被收了16元。她说，很多ATM机每
笔最多取2500元，1万元得取4次，好贵啊。

3月份时，她在外地 差，出取款6000元钱，手续费又花了30元，加上感觉磁条
点坏，有前几天去银行换张卡，花了工本费5元，这样算
，今年这来张卡到现在已经花了85元了。

粗略算来，客户办一张银行卡，按照每年发生一次金额为2000元的跨行取款和异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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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款计算，共需支付工本费年费、手续费至少22元。如办理了手机短信服务，则需
每年24元的服务费。加上打印存款清单、跨行跨地区存取款客户汇款或转账以及银
行卡丢失或密码遗忘等意外情况则一张银行卡的持卡成本为每年近百元。

此外，信用卡的收费项目就更多了。一家国有银行的官方网站列出了该行信用卡12
条收费款项：40元的挂失费、15元的补卡费、从50元到200元不等的年费、从1%
到3%不等的柜、台取现手续费、1%的ATM取现手续费、175美元一张的境外紧急
补卡手续费、每份5元的补制对账单手续费、日息万分之五、的循环信用利息、按
返还金额的5收取的贷方余额返回手，续费、20元的信函/制卡/密码等加急处理费
、超过信用额度部分的5%的超限费、15元一张的查阅境内签购单手续费。

收费项目，年增了数十种7 

对于银行纷推收费项目及提高收费标准，银行业人士也显得无奈。在榕一位银行业
人士说，近来，随着银行扩张和存贷差收入的减少，银行的成本提高了很多。

在榕银行业人士透露2003年我国颁布新的《商业银行服务价格管理暂行办法》，因
规定部分服务价格可实行市场价，成为商业银行举起收费大旗的武器。银行收费时
间也正是始于2003年，从当年开始，四大国有银行开始相继收取，ATM机跨行取
款2元/笔的手续费。

他说，自2003年至2006年，收费项目增加近20项，小额账户管理费、借记卡年费
等新增的收费项目，都是那三年间开始收取的。2006年后，尤其是近两年，收费项
目激增，现在银行大大小小的收费项目加起来已有近百种。

部分收费涉嫌违法 

银行对于收费项目究竟是否拥有自主定价权？银行认为，根据《商业银行服务价格
管理暂行办法》，除了少数被规定为政府指导价的项目外，其他都实行市场调节价
，由银行自主定价。

对此，一位法律界人士表示，银行现有的一些收费项目，已经违规。例如，《商业
银行服务价格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一条规定：商业银行不得对人民币储蓄开户、销
户、同城的同一银行内发生的人民币储蓄存款及大额以下取款业务收费。显然，小
额活期存款账户收费已违反了这一规定。

现有收费项目，也存在相关法规打架的现象。例如跨行取款费曾在1999年颁布的《
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中设置2元上限，但2004年3月执行的《跨行交易收益分配
办法》中却又定出3.6元的标准，以上两个规定都未废止，二者明显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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