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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经济之声《天天315》报道，如果您的信用卡逾期不还钱，您知道要收多少利息
和滞纳金吗？按照惯例，银行因“信用卡欠款”收取的利息及滞纳金年化率高达78
%，而国家法律明确规定民间借贷利率年化率不得高于24%。这意味着，信用卡的
利息及滞纳金年化率远远高于民间借贷利率。很多消费者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有些
消费者意识到了但选择了默认，习惯成自然。但也有人挺身而出，称这"天价滞纳金
"是霸王条款。

去年底，四川成都高新区法院就判决了一起“滞纳金收取问题”的案件。当事人沙
某某因欠款被银行告上法庭，银行要求他除付清欠款外，还要支付高额的利息和滞
纳金。但最终，法院却出乎意料地判决银行收取的滞纳金违法。这起案件因此被称
为"信用卡滞纳金被否决第一案"。

关于这一话题，商务部特聘全国内贸行业专家、商务部电子商务专家咨询委员会专
家委员赵萍和北京潮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胡钢进行了分析与评论。

经济之声：二位怎么看这个案件的判决结果？它的意义何在？

赵萍：我认为这个判决还是非常有意义的。首先，从银行与消费者双方在交易过程
中的地位看来，很多消费者都觉得自己处于一个弱视地位。你在申请信用卡的时候
，它向你提供你格式化条款，你就填上姓名、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等具体的个人
信息，然后就是签字同意，所以你没有议价的空间。此外，一旦发生逾期，到底应
该如何处罚，银行从没给消费者一个准确的答复，而且在消费者申请信用卡时，也
没有提醒消费者如果逾期要收多少，或许只在字特别小的格式化条款中提到，但是
很多消费者都没有看。这一判决使得消费者和银行终于可以站在一个相对平等的平
台上平等的去对话。第二，滞纳金可能也不会漫天叫价了。很多银行收滞纳金是言
之有据的，它们经常提到1999年颁布的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该办法第22条规定
，发卡银行对于贷记卡持有人未偿还最低还款额或超额度用卡的行为收取滞纳金和
超限费，这一判决就会给滞纳金规定一个上限，也给银行一个约束。最后，现在很
多银行发行信用卡都会通过采用各种奖励的方式来诱惑消费者申请信用卡，银行本
身恶意发卡在先，所以在消费者不小心出现了逾期还款的情况下，银行不应该把责
任都推给消费者，所以这个判决也给了银行一个警告。

胡钢：法官确实从宪法的平等权的角度对此案进行了阐释，在银行和储户之间，显
然是银行各方面的资源更为强大，长期以来，银行在向我们提供优质服务的同时，
也溢言虚美了某些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服务。因为从法律上来说，滞纳金应该更多
是指行政机关或者税务机关如果延迟支付应该纳的税或者按照法定要求应该交给政
府的归费、关费，我要求收取滞纳金，一般的商事合同只能叫做预期付款违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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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从这个措词来看，我们就能看出过去计划经济的阴影。另外，实际上这个案件
不大，但法官在判决过程中从多个维度进行了阐释。我们国家在银行业的利率管理
上，是由央行推出基准利率，然后再进行上下限的幅度管制，由于现在利率市场化
的改革，上下限的幅度可能会增大，但是我们真心希望这样一个判决能够起到示范
引领的作用，从而使得我们中国的信用卡服务能够走向规范化。

成都高新区法院2015年的11月12号作的判决书显示，中国银行成都高新区支行起
诉沙某某，称沙某某2013年9月4号申请了中国银行的白金卡，共欠款37万5000多
块钱，要求沙某某支付欠款以及利息、滞纳金。成都高新区法院支持了银行的一部
分诉求，判决沙某某支付中国银行至2015年6月8号截止的37万5000多块钱的欠款
，并且支付从2015年6月9号起的利息。利息没有按照银行的诉求收取，成都高新
区法院判决书最后小节称，相关的职能部门规定了信用卡收取滞纳金以及预期的利
息，这些规定不能任由商业银行脱离法律体系进行解读。据此，成都高新区法院判
决被告偿还欠款以及按照24%的年化利率支付相应的利息。

经济之声：应该说判决书上写得是非常详细、明白的。法院在银行收取高额滞纳金
的诉求上为什么给予了不支持的态度？信用卡在收取高额利息包括滞纳金方面的措
施是否会有所改变？

赵萍：首先，发卡银行与持卡人之间的关系在这个案例中有所提及，从而让人们意
识到未来银行和消费者必须处于一个平等的地位上。另外，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的
立法宗旨就是为了加强银行业务管理，防范银行卡的业务风险。它要维护的是商业
银行持卡人特约用户以及其他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所以银行也使用这条法律。它是
部门规章，它并不只是为了保护银行的利益，实际上也是为了更好的保护持卡人的
利益，使得双方能够在公平的条件下进行交易，实现二者的合作共赢。而且法律规
定，凡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办理银行卡业务的商业银行持卡人商户以及其他
当事人都应该遵守这一法律，所以正如该判决书最后一个小结说，不能任由商业银
行自己单方面片面的解读这个规定。因此，未来一旦再出现类似与逾期相关的法律
判决，这一判例可以给其他司法诉求提供更多的参考。

经济之声：其实近年来，因为逾期不还钱而被银行起诉、因恶意透支被追究刑事责
任的持卡人人数一直居高不下。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统计数据表明，信用卡诈骗案件
数量目前居金融犯罪案件的首位。成都这起案件的判决，为什么重新引起了大家关
注？争议究竟在哪儿呢？

胡钢：我们国家的法律制度其实一直强调金融业对我们整个经济起到的命脉作用，
所以对于银行业的保护是前所未有的。另外，保护金融消费者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
走。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银行卡管理办法是部门规章，而人民法院只是参照，所以
它可以按照这个执行，也可以不按照这个执行。所以这份判决书没有机械的去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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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的这一部门规章，而是更加强调上位法，例如宪法、合同法和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等。因此，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出整个司法系统在不断进步，并充分体现
了十八届三中全会所制订的“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和全民守法”的精神
。未来商业银行法还有很大的完善空间，因为我们的商业银行法对于银行和用户之
间的关系调整依然没有达到我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高度。

赵萍：这主要还是和我们国家现在消费信贷发展，特别是持卡用户的快速增长有着
密切关系。央行发布的2014年的支付体系运行总体情况的报告显示，截止到2014
年年底，我们国家的信用卡已经累积发行了4.55亿张，例如在北京、上海，人均持
有信用卡的数量达到1.7张和1.33张，所以这个案件的判决可以说和每个人的利益都
息息相关。此外，这一报告还显示，2014年信用卡逾期半年未偿还的信贷总额是3
57亿元，同比增长了41.97%，其规模非常庞大，增长速度也非常快。因此这样一
个案件的判决就引发了更多人的关注。另外，这一《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是1999
年出台的，相关规定已经远远落后了，所以我们有必要及时的对其进行修改和修订
。

经济之声：目前，一些银行信用卡逾期还款仍要全额计息，比如说，我消费了5000
0元，还了49999元，只差一块钱没有及时还款，那么银行追究我的违约责任，应
该是基于1元钱，但现在是整个的消费额度，这是不是霸王条款？

赵萍：我认为肯定是一种霸王条款。首先，它是格式化合同，是不可以商谈的，在
一般情况下，它应该更有利于弱势的一方，提供格式化的这一方不能单方解读，但
是实际情况却是消费者完全处于弱势的地位，所以我认为这肯定是霸王条款。

法院的这份判决书长达8500多字，说理部分就占6700字。其中一些内容是对复利
和滞纳金的计算，此案中，单滞纳金，每年已经达到60%。不到半年，应还利息已
经达到年利率90%。累计两年，年利率将达到122.37%。按照信用卡申请合约约定
计算，10000元半年后需还款14591.43元，年利率已超过90%。由于以复利计算，
再往后，年利率还将利滚利地增加，无上限。

经济之声：滞纳金作为督促持卡人及时还款的一种手段，是非常必要的，但它有没
有一个合理的范围？能不能无限制地收取？其他国家通行的做法是什么？

赵萍：滞纳金实际上是行政主管部门对于行政违法行为收取的费用，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银行本身具有行政属性，它就有收滞纳金的权利，但是在改革之后它们已经
成为商业银行了，它们与消费者是平等的合同当事人，它是没有权利去收滞纳金的
。同时，逾期之后消费者需要支付高利息，其实高利息本身就是对消费者逾期或违
反合同行为的一种惩罚，因此没有必要再去收取滞纳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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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之声：自1985年我国国内第一张信用卡发行以来，我国信用卡业务走过了快速
发展的三十年。但为什么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关于信用卡的专门法律？如何解
决法律滞后的问题？

胡钢：信用卡的问题确实比较多，但是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建立起法定的拒付制度
。银行本应承担的最高的信用中介的职能没有发挥出来。目前在欧盟或者美国，只
要信用卡的持卡人说信用卡被盗刷了，承担举证责任的就是商家，所以欧美没有使
用所谓的数字密码，而是签字，因为我们数字的安全性是非常低的。因此，关于信
用卡的立法，我们首先要强调银行本身的信用中介的职能，要把这种举证责任倒置
到商家。另外，法律应充分体现消费者的拒付权利，同时，盗卡的举证责任也应该
在银行或信用卡公司，而不是都扔给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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