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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透明收费、诱导分期、投诉不畅、不当催收……此前，信用卡业务一直是银行投诉的“重灾
区”。为整顿市场乱象，保护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规范商业银行信用卡业务经营行为，2022
年 7月 7日，原银保监会与央行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促进信用卡业务规范健康发展的通知》（下
称《通知》或“信用卡新规”），在信用卡业务经营、发卡营销、授信管理和风险管控、合作机构管理
等多个方面进行了细化要求。该通知自公布之日起施行，过渡期为通知实施之日起2年。

信用卡新规正式结束两年过渡期，进入全面施行阶段。那么，银行信用卡市场整改情况如
何？经历一系列重构后，信用卡市场又将走向何方？

本次正式施行的“信用卡新规”，共八章三十九条，
主要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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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等多个方面提出明确要求。其中，《通知》明确指出，
银行不得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卡数量等作为单一或者主
要考核指标，长期睡眠卡率不得超 20%；统一采用利息
形式展示分期业务资金使用成本。并要求，过渡期为

《通知》实施之日起两年，存量业务不符合规定的，应当
在过渡期内完成整改。

以前，各家银行信用卡种类复杂，有加油卡、超市
卡、餐饮卡、航空卡等，导致部分金融消费者持有很多
同一家银行的信用卡。目前，多数银行规定同一客户
持有状态正常的信用卡总数不超过 6 张。两年来，各
家银行针对睡眠卡的整改范围集中在加快清理“长期
睡眠信用卡”方面，主要针对连续 18 个月以上无主动
交易且当前透支余额、溢缴款为零的信用卡。对于此
类睡眠信用卡，各家银行已启动了多轮“清卡行动”。

记者梳理发现，2022 年以来，已有超过 40 家银行
发布公告表示清理睡眠卡，并限制单一持卡人持有超
量信用卡，清卡方式以限制功能和销户为主。比如，交
通银行、邮储银行等银行明确表示，对“沉睡”信用卡将
进行销户及其他安全管理处置；农行、渤海银行等银行
则主要限制账户部分功能，不过，被限制的用户可前往
网点验证、激活后重新使用。

在行业的“清卡行动”之下，信用卡市场的用卡总
量正在压缩。近日，央行发布的 2024年第一季度支付
体系运行总体情况显示，截至一季度末，全国信用卡和
借贷合一卡在用发卡量为 7.60亿张，环比下降 0.85%，
人均持有信用卡和借贷合一卡 0.54张。这一在用发卡
数量相较于 2022年二季度的 8.07亿张减少约 4700万
张，这也是该指标连续第 6个季度环比负增长。

与此同时，来自上市银行 2023年年报披露的数据
同样显示，不少银行的信用卡流通量正处于缩减状
态。截至 2023 年末，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
招商银行的信用卡流通卡量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
其中，工商银行的信用卡数量从 2022年末的 1.65亿张
下降到 1.53 亿张，减少了约 1200 万张。不过，相形之
下，中国银行、中信银行、兴业银行等部分银行的信用
卡流通量则保持了一定的增长态势。在一位国有银行
人士看来，目前，信用卡市场正在经历差异化发展，部
分银行在严格风控和调整策略的背景下主动压缩信用
卡流通规模，而另一些银行则通过一定的市场营销和
客户服务策略，在确保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实现了信用
卡业务的稳健增长。

此前，信用卡息费展示模糊不清常常被持卡人
所诟病。

在《通知》中，监管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在
分期业务合同（协议）首页和业务办理页面以明显方
式展示分期业务可能产生的所有息费项目、年化利
率水平和息费计算方式。

如今，随着两年过渡期的结束，信用卡息费展示
在监管的要求下也更加透明。比如，近似折算年化
手续费率这一计算指标通常存在于合同之中，并不
会对外进行展示，这也是金融消费者一直以来忽略
的信息。如今，在明示了信用卡分期年化利率和对
应金额后，消费者也有了更为清晰的认知。

记者在一家国有银行的 APP上操作，进入信用
卡分期页面后，查询分期利率，基准分期利率显示，

起点金额 100 元，还款方式为本金和利息按期等额
收取，其中，36期分期利率折算年化利率为 15.62%、
48期分期利率折算年化利率为 20.83%。

在另一家股份制银行的 APP，记者在办理账单
分期时，有 36期、24期、18期等多个选项可以选择，
并在还款计划的页面中，清晰标注“怎么还”“还多
少”。在“怎么还”一栏，详细介绍了“利息平摊”的意
思，当选择分期 3期还款时，APP亦自动标明每期所
还的具体金额和近似折算年化利率为 15.80%。

而以往，多家银行总会诱导金融消费者对信用
卡进行分期，只是含糊地打出“0利率”“0首付”的口
号，却并不会对外清晰展示手续费折算年化利率，如
今，这样的情况明显有了很大改观。

记者了解到，目前，不少银行会通过官网、APP
等渠道公示信用卡产品的相关收费标准、变更事宜
并提示客户接收调整信息。同时，在业务办理环节
和业务办理成功后也大都会披露收费标准、年费减
免规则、透支利率说明、每期还款金额、分期利息、分
期提前清偿违约金收取方式、逾期还款违约金收取
标准等详情。

同时，记者也发现，在息费披露时，一些银行在
协议文本中会以红色字体、黑色加粗字体等方式显
著展示涉及信用卡透支利率、逾期还款违约金等收
费标准及风险揭示内容；在分期业务办理界面显著
披露分期业务协议、年化利率及相关收费标准、应还
本金及利息等信息，且对分期业务收取的资金使用
成本统一采用利息形式展示。

在业内人士看来，明示费率的举措在响应监管
号召的同时，也是在金融营销宣传工作的规范性方
面进行落实，有助于金融消费者更好地了解银行产
品，保护金融消费者的知情权。

整改之下
市场差异化发展

信用卡息费收取
更加规范透明

数据显示，目前，信用卡市场上的不良率在不断
攀升。

央行发布的 2024 年第一季度支付体系运行总
体情况显示，截至今年一季度末，信用卡逾期半年未
偿信贷总额 1096.76亿元，环比增长 11.76%，占信用
卡应偿信贷余额的 1.29%。

梳理上市银行 2023年年报也不难发现，多家银
行信用卡不良率抬头，其中，包括中国工商银行、中信
银行、民生银行、平安银行等在内的多家银行，其信用
卡不良率均超过了 2.4%，较 2022年年末有所上升。

对于不良率攀升的现状，中国银行研究院相关
研究人士分析，信用卡业务在一定程度上仍属于重
资产业务，需要高度重视业务中存在的风险问题。
当前宏观经济运行仍面临一定挑战，或将影响部分
居民还款意愿，从而提高风险水平，导致信用卡业务
资产质量出现劣变迹象。为应对信用卡资产质量风
险，商业银行一是要建立健全风险预警系统和风险
约束机制，对客户进行优先级分类，密切关注与贷款
人相关的市场变化，贷前对客户资质做好管理和审
核，贷中监测贷款流向，贷后做好定期跟踪调研，保
证贷款能够及时收回。

如今，在信用卡的授信审核、资金流向等方面，
不少银行机构确实展开了行动。如招商银行信用卡
中心建立了客户承债能力评估体系与信用卡综合授
信管理机制，对于客户名下多个信用卡账户额度纳
入统一授信管理，并严格执行刚性扣减。

资金流向管理方面，自 2022年以来，已有光大银
行、广发银行等多家机构公告表示，将加强信用卡消
费和现金分期资金流向管控，明确信用卡资金不得用
于房地产领域、投资理财领域、购买彩票、赌博等方
面，对涉嫌非消费领域交易行为的信用卡持卡人将采
取限制交易、降额、停卡、终止分期等相关措施。

值得注意的是，信用卡新规明确指出，银行业金
融机构应当落实催收管理主体责任，不断加强本机构
催收能力建设，降低对外包催收的依赖度，加强对外
包催收机构的管理。此前，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发布

《互联网金融贷后催收业务指引》、多家银行公开招聘
催收人才等消息同样释放出加强催收管理的信号。

如今，随着新规推动的，信用卡市场将告别盲目
的“跑马圈地”，开始精耕细作，向更加规范、健康、可
持续的方向发展。在业内人士看来，想要打造差异
化竞争优势，存量客户的精细化经营、调优盈利模
式、线上化信用卡业务、加快数字化转型将成为未来
的信用卡市场的战略重点。

（张珍）
据《山西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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