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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审查不严 信用卡诈骗案频发

  

年终岁末，消费旺季，许多银行纷纷调高信用卡用户的透支额度。在信用卡消费火
热的背后，信用卡诈骗案件也呈逐年上升趋势。信用卡犯罪有什么特点？持卡者该
如何理性用卡、良性消费？12月28日，记者走访太原市各公安分局，将一些典型案
例挑选出来，请民警进行解读。

申领信用卡门槛过低

33岁的男子周某是太原一家大型商场的导购，每月工资不过2000元。工作中，周
某常会遇到出手阔绰的顾客，相比较后内心便越来越不平衡。2007年，他伪造了月
收入两万元的工资证明，向银行申领了第一张信用卡。不到一个月，他就消费了1.6
万元。随后又在其他4家银行申办了信用卡，用“以卡养卡”的方式继续挥霍。直
到今年4月，因涉嫌信用卡诈骗罪被警方抓获时，周某已经恶意透支21.7万元，累
计利息达3.5万余元。

现在不少银行为完成任务，不同程度存在信用卡申领手续混乱、过简的问题。一些
低收入、无收入群体也可轻易办理，而银行对他们身份的审核却并不严格。申请人
的地址、电话，担保人地址、收入证明的真实性也基本没有保障，审查不严、门槛
过低成为信用卡发行的特色。这带来的直接后果是，一些无还款能力的人申请到信
用卡，透支后无力偿还，“以卡养卡”，最终导致恶性循环。

利滚利压制卡奴还款心理

张某是名普通工人，每月1200元的工资。一次偶然的机会，张某听别人说起“利用
信用卡套现”。起初，张某只是自己办理信用卡，随后，他利用工作便利，获得了
李某、韩某、侯某等6人的身份证号，分别做了6个假身份证，之后申请了多家银行
的30多张信用卡。从2008年以来，他先后利用销售点终端机虚构交易现金退货、
恶意透支等手段，疯狂套现100余万元。因为无法归还本金和利息，欠款金额越来
越高。直到今年被警方抓获，他还有30余万元没有还清。

各银行对透支利息、罚息等计算标准不一，通常出现利滚利的复利计费方式。我国
有关法律明确规定，恶意透支的数额是指持卡人拒不归还的数额或者尚未归还的数
额，不包括复利、滞纳金、手续费等发卡银行收取的费用。实践中，银行所主张的
复利得不到法律的充分保护。但高额的利息，却在一定程度上给透支人造成心理负
担，压制了他们的还款心理。

发卡银行把关不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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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女士在太原兴华街一家装饰城里做生意。去年10月30日，一名自称是银行业务员
的男子上门向她推销信用卡，贺女士填写了申请表。当天下午，银行的工作人员就
给贺女士打来了电话，说他们在审核资料时，发现贺女士申请表上的住址和固定电
话都有涂改的痕迹，贺女士觉得蹊跷，于是报案。民警让贺女士给“业务员”打电
话说还有人要办卡，约他见面。10月30日晚，民警将如约前来的“业务员”控制。
原来该“业务员”打算“截留”贺女士的卡，透支些钱花，便想出了涂改贺女士资
料的招数。

去年，太原市人民检察院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2007年以来，信用卡诈骗罪案件逐
年递增，90%源于发卡银行把关不严。银行为了抢占市场份额，完成用卡任务而大
量发放信用卡，对客户资信度调查流于形式，导致出现大量恶意透支和冒用他人信
用卡的犯罪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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