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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意透支”“信用卡套现”……用这些关键词在中国裁判文书网进行检索，可得
到数百条结果。信用卡的普及在提振国民消费，改善居民生活质量的同时，也引发
了不少问题。

为规范使用信用卡，近期多家股份行宣布调整信用卡积分累计规则。而为引导合理
使用信用卡，日前，银保监会消费者权益保护局发布2020年第四号风险提示提醒消
费者：应当正确认识信用卡功能，理性透支消费，不要“以卡养卡”“以贷还贷”
，更不要“短借长用”。

信用卡诈骗案件频出

近年来，我国信用卡产业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根据央行公布的数据，截至一季度
末，我国信用卡和借贷合一卡在用发卡数量共计7.49亿张，全国人均持有信用卡和
借贷合一卡0.53张。但与此同时，信用卡“坏账”问题也不容忽视，最新数据显示
，截至一季度末，信用卡逾期半年以上总金额已超过918亿元，较去年末增长了近2
00亿元。

以“恶意透支”、“信用卡套现”为关键词在中国裁判文书网进行检索，可以得到
数百条结果。

案例1 恶意透支后逃避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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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某向某大行申请办理了额度分别为2万元和15万元的信用卡，并将额度提升至30
万元。由于其经营的公司出现资金困难，陈某开始用这2张信用卡套现用于企业经
营，但未偿还信用卡所透支的钱款。银行多次上门及电话催收，陈某采取躲藏及电
话不接、短信不理的方式逃避催收。此后，陈某又将其与银行保持联系的电话停机
，重新办理了电话卡，且未将变更后的电话号码告知银行信用卡中心。截至案发，
陈某恶意透支信用卡本金共计近60万元。

陈某这种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恶意透支信用卡，数额巨大，行为已构成信用卡诈骗
罪，最终，因犯信用卡诈骗罪，陈某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7万元，并退赔
赃款。

案例2 利用假材料申领信用卡后套现

罗某利用一套假证件（房产证、收入证明等）在银行办理一张信用卡，信用额度5
万元。在领取信用卡后，罗某在门店内刷信用卡套现，并以套现的方式偿还了几次
信用卡。逾期后，银行工作人员多次催收偿还信用卡透支款，罗某以各种理由拒绝
，在银行多次催收的情况下，罗某为逃避银行工作人员追还信用卡透支款，变更联
系方式，致使银行工作人员无法找到并要求其偿还信用卡透支款。截至案发，罗某
共透支本金49884元，本息合计57563.75元。

罗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虚假证明材料办理信用卡，恶意透支，经多次催收后
仍不归还，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信用卡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3个月，并
处罚金2万元。

案例3 与银行员工内外勾结

张某与彭某在2010年相识后，共同预谋办理信用卡套现透支，采取以卡养卡的方式
非法占用银行资金。其中，彭某为某大行贵州分行营业部贷记卡独立审批人。二人
内外勾结，由张某先后骗取数名亲友的身份证明材料提供给彭某，彭某利用这些资
料违反信用卡办理程序，共同骗领贷记卡39张，并将信用卡的额度进行提额后交给
张某持有、使用。

为了便于利用信用卡套取银行现金，张某注册成立两家公司，并均申请开设有POS
机。张某将上述持有的信用卡中的29张信用卡在其设立的公司开办的POS机上进行
套现透支、以卡养卡。在套取现金过程中，彭某利用其贷记卡独立审批人的职务便
利与张某里应外合，多次逃避其所在银行的风险检查。

这29张信用卡套取的银行资金由二人共同使用。其中，彭某将约300万元用于个人
购买车辆、车库、门面、装修房屋及消费等，其余资金由张某用于支付利息、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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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投资及消费。经多次催收后至案发前，仍有本金约831万元不能归还，并给发
卡银行造成利息约116万元、滞纳金约47万元、其他费用约9万元，计170余万元的
巨大经济损失。

最终，彭某、张某因犯信用卡诈骗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6个月，并处罚金1
0万元。

POS机套现犯罪量刑明确

从上述案例来看，信用卡非法套现多通过私自购买POS机来实现。通过POS机，套
现者能够将信用卡的消费信贷功能改变为现金贷款，这种形式已经成为银行卡犯罪
的一大“重灾区”。

据了解，POS机套现犯罪主要分为三个阶段：

在获取POS机阶段，犯罪人员往往通过向已申领POS机的银行特约商户租借或购买
的方式取得POS机使用权，或者以注册商贸有限公司或五金、数码产品批发、销售
中心等常易发生大宗交易额的公司为名，通过虚构的营业场所和房屋租赁合同到工
商部门办理相关手续后，向银行申领POS机，甚至通过伪造公司工商注册资料直接
向银行申请安装POS机。

在宣传阶段，犯罪人员租用写字楼为作案地点，通过群发手机短信、张贴小广告、
印发名片、发布网络信息等方式，以代为还款、小额融资为名义吸引信用卡持卡人
前来套现。

在刷卡套现阶段，主要有两种套现获利的方式：一是直接套现，即信用卡持卡人到
犯罪分子处通过POS机刷卡“消费”，但实际上为未购买任何产品的虚构交易，发
卡银行会将刷卡金额转入犯罪人员预留账户，犯罪人员按刷卡金额的1%-3%扣除套
现手续费后以现金形式交付给持卡人，持卡人在实现套取信用额度内大部分现金的
同时，能享受50天左右的免息期；二是代还款后要求消费，即犯罪人员以现金或转
账方式为透支持卡人还清信用卡欠款后，要求持卡人立即刷卡“消费”，同时向持
卡人收取刷卡金额一定比例的手续费。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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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依据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而通过POS机套现，数额较大的持卡人也同样涉嫌信用卡诈骗。具体来说，持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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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上述方式恶意透支，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依照刑法第一
百九十六条的规定，以信用卡诈骗罪定罪处罚。

调整积分规则及发卡策略

就规范使用信用卡而言，近期，银行方面也有新动作。最近几周，多家股份行宣布
调整信用卡积分累计规则。

民生银行表示，自2020年8月1日（含）起，将对信用卡积分累计规则进行调整。
其中，通过民生信用卡全民生活APP支付（不含办理分期付款）、银联云闪付APP
扫码支付，以及微信支付、支付宝、美团支付、京东支付、小米支付、滴滴支付、
唯品支付绑定民生信用卡的快捷支付且满足下述商户号的交易，均可累计民生信用
卡“乐享积分”，有效期为5年；而部分第三方支付机构受理的交易，则不再累积
积分。

广发银行公告显示，将增加不累计积分商户名单，持卡人在该名单所列商户消费或
交易将不予累计信用卡积分、签账额、合作方积分（里程等）、活动奖励，自2020
年8月2日起生效。

中信银行停发三张联名卡，宣布：2020年8月1日起，如客户即将到期的卡片（除
部分特殊产品）在近180天内未发生过交易或仅发生过线上交易，则配发电子卡。
另外，还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信用卡规范使用的提示》《关于调整我行信用卡卡
片持有数量的公告》等内容。

随着积分规则及发卡策略的调整，信用卡面临的相关用卡风险或将得到一定程度的
缓解。

信用卡产业观察人士董峥认为，相比而言，信用卡由于出自商业银行，受到行业规
范的约束，应比其它消费贷款的管理更为规范。因此，一方面要整治和肃清大量打
着互联网金融创新概念下带来的行业乱象，另一方面信用卡业务的风险理念也要有
所提升，不应再以“提额”作为挽留用户的手段，对于违规用卡严格监控并予以降
额、停卡等措施，同时还应提升信用卡运营理念，从过去产品、营销、风险等业务
流程的割裂模式向“产品-营销-风险”一体化模式转变，将场景营销、金融科技、
风险管理一并纳入到信用卡业务链条。

监管提示消费者合理用卡

为引导合理使用信用卡，银保监会消费者权益保护局日前提醒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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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科学认识信用卡功能

信用卡的主要作用是满足金融消费者日常、高频、小额的消费需求，方便消费者生
活。但有些消费者过度依赖信用卡透支消费，背负了超出其偿还能力的大额信用卡
贷款，甚至陷入“以贷还贷”“以卡养卡”的境况，导致资金紧张、还款压力倍增
等问题。还有消费者将信用卡借款违规用于房地产、证券、基金、理财等非消费领
域，放大资金杠杆，易导致个人或家庭财务不可持续，并会承担相应后果，也致使
金融机构风险累积。消费者应当正确认识信用卡功能，理性透支消费，不要“以卡
养卡”“以贷还贷”，更不要“短借长用”，合理发挥信用卡等消费类贷款工具的
消费支持作用。

02 合理使用信用卡

信用卡如有欠款或拖欠年费情况，会产生息费成本，也可能影响个人征信。消费者
在申请、使用信用卡时，应充分了解信用卡计结息规则、账单日期、年费/违约金收
取方式等信用卡相关信息。信用卡分期还款和最低还款方式可以暂时缓解压力，但
也会产生相应的费用和利息，消费者应当合理选择信用卡分期还款或最低还款方式
，避免信用卡逾期。

03 要树立理性消费观念

在使用信用卡消费时，消费者应合理规划资金，做好个人或家庭资金安排和管理。
考虑自身实际需求、收支状况理性消费，坚持“量入为出”的科学消费观念，做好
个人或家庭财务统筹，防止因为过度消费而影响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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