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用卡套现降额度(信用卡套现降额度有用吗)

半岛全媒体记者 张欣健

“信用卡额度从85000元被降为了8元”、“两张在今年被降额,一张从20000元额
度被一次性降低到了5000元”……有市民表示,自己的信用遭到了降额。近期,多家
银行机构发布公告,明确信用卡持卡人的用卡行为规范,信用卡应用于消费领域,禁止
挪用作为投资、购房等领域。同时,今年以来,监管部门对银行的信用卡业务监管也
持续高压,处罚了多家银行的信用卡中心。许多持卡人也表示,自己因不当的用卡行
为遭到了降额或锁卡。业内人士提醒持卡人,应规范使用信用卡,养成个人和家庭良
好的理财习惯。

市民:

不规范使用导致降额、锁卡

银行机构对持卡人消费行为的规范,让许多经常使用信用卡进行非消费领域使用的“
卡族”们备受打击。记者从网络社区调查发现,许多“卡群”中网友都晒出截图,自
己的信用卡遭到限额或封卡。有的持卡人还接到了银行的客户服务电话,了解持卡人
频繁转账、大额交易流水等问题的原因,直接遭到封卡的持卡人还需到开户网点配合
尽职调查。一名广发银行的持卡人甚至还晒出银行服务信息的截图,显示他的信用卡
额度从85000元被降为了8元。

“我今年有两张卡被降额了。”对于岛城持卡人的情况,记者也采访了多位市民,市
民李女士(化名)告诉记者,她持有4张信用卡,其中两张在今年被降额,一张从20000元
额度被一次性降低到了5000元,“我之前一直是还款过后,马上就把额度内所有的钱
一次性套现出来。”李女士表示,由于遭到限额,她也开始规范自己的用卡行为。

专家:

违规使用信用卡会增加风险

“多年以来,我们银行业持续开展对银行客户的教育和宣传工作,希望信用卡持卡人
能树立健康的消费和理财习惯。”农行信用卡业务有关人士告诉记者,各大银行每年
都会联合商户开展各类消费优惠活动,促进消费转型升级,帮助持卡人享受优惠消费
、树立良好的消费习惯。他表示,合规使用信用卡进行消费,有助于积累个人良好信
用、培养健康消费习惯和理财观念。

但在实际的使用过程中,的确有很多持卡人将信用卡资金进行套现,并挪作他用。对
此农行信用卡业务有关人士指出,还款逾期、“以卡养卡”、违规套现后挪作他用等
行为,不仅是对持卡人个人信用的损害,也会破坏个人或家庭的理财观念和计划；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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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宏观层面来看的话,信用卡资金挪作投资、经营或炒房也会加大杠杆,增加风险,
是典型的“双输”甚至“多输”行为。

“今年以来,各行各业受到疫情影响,纷纷探索线上和大数据等应用场景。”农行信
用卡业务有关人士表示,各大银行机构由于研发起步早、技术积累厚,在大数据应用
等方面在今年都有比较大的进步。大数据的普及使用,能够让银行机构更加清晰地了
解信用卡持卡人的消费习惯、资金流水等情况,对于违规风险较大的行为,系统会自
动进行警示,加强预警。“这样不仅能够帮助我们银行减少风险压力,也可以帮助持
卡人及时停止违规行为,避免造成更大损失。”

银行:

禁令频发禁止刷卡买房、投资

目前,多家银行机构相继发布公告,对信用卡持卡人的使用行为进行规范。

8月11日,光大银行信用卡中心发布公告,对信用卡资金用途作出明确——个人信用卡
仅限持卡人本人日常消费使用,信用卡资金不能用于生产经营、固定资产投资、股权
投资、套现等非消费领域,包括购房、投资、理财、股票、其他权益性投资及其他禁
止性领域等。

7月29日,中信银行信用卡中心发布公告提示,个人信用卡透支应当用于消费领域,不
得用于生产经营、投资等非消费领域,包括购房、证券投资、理财、其他权益性投资
及其他禁止性领域等。此次公告过后,中信银行信用卡中心随即与百行征信签署了战
略合作协议。双方在信贷生命周期数据产品、大数据分析等方面展开合作,业内分析
,此举有助于其强化信用卡业务的风控能力。

7月10日,平安银行信用卡中心公告称,信用卡只限持卡人本人使用。持卡人不得以任
何套现、欺诈、恶意刷单等违法或虚假消费套取银行信贷资金、积分、权益、奖品
或增值服务；持卡人不得以任何舞弊手段、非法工具恶意获取权益或优惠；信用卡
透支应用于消费领域,不得用于证券市场、生产经营、房地产开发、投资等非消费领
域。

监管部门:

整治信用卡乱象

今年5月中国银保监会下发《关于开展银行业保险业市场乱象整治“回头看”工作
的通知》,在信用卡业务方面,乱象整治“回头看”工作要点包括:未按监管要求对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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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影响暂时失去收入来源人群的住房按揭、信用卡等个人信贷作合理调整；信用
卡业务虚增客户偿债能力或违反“刚性扣减”规定,突破总授信额度上限管控；预借
现金业务额度设置过高,不符合审慎管理要求,资金用途管控不力,违规流向非消费领
域；分期业务收费不透明、质价不符,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等。

6月29日,银保监局发布《中国银保监会消保局关于合理使用信用卡的消费提示》,提
示中指出:近年来,信用卡业务发展较快,已成为银行零售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
居民消费、方便居民生活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使用信用卡过程中的问题也日益突
显。根据信用卡业务的一些投诉热点和消费误区,中国银保监会消费者权益保护局发
布2020年第四号风险提示提醒消费者:应正确认识信用卡功能,合理使用信用卡,树立
科学消费观念,理性消费、适度透支。

2020年以来,监管部门集中发力,对银行机构加大监管力度,处罚了多起信用卡相关的
违规行为。记者从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官网查询了解到,截至目前,2020年
下半年以来,银保监会及派出机构共公布处罚信息公开表16个,涉及银行机构达6家。
其中广发银行的两笔处罚数额十分巨大。

7月15日,广东银保监局公布行政处罚信息公开表,广发银行贷款分类、从业人员处罚
信息报送、信用卡“财智金”业务贷后管理严重违反审慎经营规则,被处罚款220万
元；在上述处罚公布次日,广发银行再次遭到广东银保监局处罚,广发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信用卡中心因未向持卡人披露信用卡总授信额度信息、未审慎设定信用卡预借
现金业务授信额度、以全程自助发卡方式办理客户首张信用卡、未有效履行信用卡
客户身份识别义务,被处罚款180万元。

进入8月份以来,监管处罚的频率依然未减少。8月5日,上海银保监局公布信息,招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在2019年7月,对某客户个人信息未尽安全保护义务,在
2014年12月至2019年5月,该中心对某信用卡申请人资信水平调查严重不审慎,招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被处责令改正,并处罚款共计1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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