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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吴婧 上海报道

信用卡告别“跑马圈地”时代。

2022年7月7日，中国银保监会、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进一步促进信用卡业务
规范健康发展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银保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坦言，近年来，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信用卡业务快速发展
，在便利群众支付和日常消费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近一时期部分银行业金融
机构经营理念粗放，服务意识不强，风险管控不到位，存在侵害客户合法权益等行
为。

一位大型股份制商业银行工作人员对《中国经营报》记者坦言，信用卡是银行消费
者投诉的重灾区之一。消费者对信用卡的投诉主要集中在营销宣传不规范、投诉不
畅、不当采集客户信息等。

人民银行发布的《2021年支付体系运行总体情况》显示，截至2021年末，我国信
用卡和借贷合一卡发卡数量8亿张，银行卡授信总额为21.02万亿元，同比增长10.8
6%；银行卡应偿信贷余额为8.62万亿元，同比增长8.90%；信用卡逾期半年未偿信
贷总额860.39亿元，占信用卡应偿信贷余额的1%。

规范信用卡息费收取

银保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认为，部分银行业金融机构存在息费水平披露不清晰，片
面宣传低利率、低费率，以手续费名义变相收取利息，模糊实际使用成本，不合理
设置过低的账单分期起点或不设起点，未经客户自主确认实施自动分期等问题，导
致客户难以判断资金使用成本，甚至加重客户息费负担。

《通知》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切实提高信用卡息费管理的规范性和透明度，在合同
中严格履行息费说明义务，以明显方式展示最高年化利率水平，并持续采取有效措
施，降低客户息费负担，积极促进信用卡息费水平合理下行。

光大证券金融业首席分析师王一峰认为，《通知》进一步规范了信用卡息费收取，
以手续费名义变相收取利息等不合规行为受到约束，后续将真实还原为利息收入。
因此，利息收入在信用卡收入结构中的占比预计可能小幅提升。

另外，针对信用卡分期业务，《通知》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明确最低起始金额和最
高金额上限，统一采用利息形式展示分期业务资金使用成本，不得诱导过度使用分
期增加客户息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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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信用卡服务质效

《通知》共八章三十九条，分为强化信用卡业务经营管理、严格规范发卡营销行为
、严格授信管理和风险管控、严格管控资金流向、全面加强信用卡分期业务规范管
理、严格合作机构管理、加强消费者合法权益保护、加强信用卡业务监督管理。

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通知》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建立消费者权益保护审
查制度和工作机制。充分披露和严格明示信用卡涉及的法律风险、法律责任，不得
进行欺诈虚假宣传，并确保销售行为可回溯。必须严格向客户公布投诉渠道，并根
据投诉数量配备充足岗位人员等资源。

值得一提的是，《通知》强化客户数据安全管理，通过本行自营渠道采集客户信息
，不得与违法违规进行数据处理的机构开展合作。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落实催收管
理主体责任，严格规范催收行为，不得对与债务无关的第三人进行催收，在本机构
官方渠道统一公开委托催收机构名称、联系方式等有关信息。

在王一峰看来，随着《通知》发布并实施，预计将有助于缓解信用卡相关消保压力
。

需要注意的是，关于银行业金融机构参与线上信用卡业务试点的要求，银保监会有
关部门负责人透露，《通知》明确提出将按照风险可控、稳妥有序原则，通过试点
等方式探索线上信用卡业务等创新模式。将按照高质量发展导向，优先选择人民群
众服务认可度、信任度高，消费者权益保护和信访投诉要求落实到位，经营理念和
风控合规审慎严格，各项整改工作达到监管指标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参与试点。

王一峰认为，中长期来看，居民消费信贷领域的市场竞争格局将从“蓝海”走向“
红海”，这一过程将伴随着居民端杠杆率的上行、风险逐步提升和定价逐步下行，
最终形成风险与定价的均衡。未来，客户获取、客群经营和风险控制将是金融机构
建立竞争力的关键所在，信用卡也将从现阶段的“跑马圈地”进一步转化至精细化
经营，金融科技在拓展获客渠道、大数据风控及资产质量监测等方面的重要性也将
更为突出。

（编辑：郝成 校对：颜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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