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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人张达，用自己和家人的两张信用卡(信用额度分别为2000、3000元)，在
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透支13万余元。银行连续催还未果，选择报警，张达即潜逃，
直至本月14日被警方抓获。

    类似的信用卡犯罪案件近年来在全国各地频频发生，引起各界高度关注。昨天，
“两高”正式出台《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下称《解释》)，规定了相关信用卡犯罪的量刑标准，并明确了办理此类案件法律适
用中的一系列疑难问题。

    界定“恶意透支”

    张达的行为在《解释》中被明确为“数额巨大”的恶意透支犯罪，应当追究刑事
责任。不过在公安机关立案后法院判决宣告前已偿还全部透支款息，可从轻处罚。

    根据《解释》，恶意透支是指，持卡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超过规定限额或者规
定期限透支，并且经发卡银行两次催收后超过3个月仍不归还的行为。

    其中的“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被细化为六种情形：明知没有还款能力而大量透支
，无法归还的;肆意挥霍透支的资金而无法归还;透支后隐匿、改变联系方式，逃避
银行催收;抽逃、转移资金，隐匿财产，逃避还款;使用透支的资金进行违法犯罪活
动;其他非法占有资金拒不归还的行为。

    “《解释》明确了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犯罪的主要构成要件，对相关问题做了
解释，以区别于善意透支行为。”最高院副院长熊选国告诉记者。

    根据最高检副检察长孙谦的说明，此次司法解释从三个方面对恶意透支和善意透
支的区分进行了规定和限制。其一，增加了发卡银行两次催收和超过三个月未归还
两个限制条件，以排除因未收到银行催缴通知等没有按时归还的行为;其二，非法占
有是区别两者的主要界限;其三，恶意透支的数额不包括滞纳金、复利等发卡银行收
取的费用。

    另外，根据《解释》，并非所有恶意透支行为都将被追究刑事责任。孙谦告诉记
者，根据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法院未判决或者公安机关未立案之前，偿还了这
些透支款息的，从轻处理或者不追究刑事责任。“这样既依法追究那些恶意透支的
诈骗行为，同时又发挥法律的警示和教育作用，尽可能地缩小刑事打击面。”

    《解释》还对恶意透支的数额做了细化区分。其中，以1万元起、10万元、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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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三个数字分别为“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界定范围。

    细化“伪造”、“冒用”等罪

    其实张达所涉及的恶意透支犯罪仅仅是诸多信用卡犯罪形式中的一种。《解释》
通过八条内容的规定明确了多种相关犯罪案件的量刑适用标准。

    针对发生率较高的“伪造信用卡”和“冒用他人信用卡”等犯罪行为，《解释》
第五条通过数额、行为等加以细化区分。

    根据规定，如果捡取他人信用卡并使用，将被按照“冒用他人信用卡”的具体情
形予以追责，其他符合该行为的情形包括了“骗取他人信用卡并使用;窃取、收买、
骗取或者以其他非法方式获取他人信用卡信息资料，并通过互联网、通讯终端等使
用”等内容。

    熊选国告诉记者，在我国银行卡业务迅速增长的同时，信用卡风险问题日益突出
，信用卡犯罪手段不断向高科技、集团化、专业化、规模化方向发展，特别是一些
犯罪分子进行信用卡虚假申请和信用卡套现等活动已发展到公开化、产业化，甚至
与境内外伪卡集团及黑恶势力勾结的程度。

    另外，对于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他人信用卡信息资料，足以使他人以一张信用
卡的持卡人名义进行交易的，也要按照“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罪”进
行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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