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罚息繁多“利滚利”

记者日前分别联系了招行、交行、中行等数十

家银行，盘点各家银行信用卡收费包括罚息政策发

现，信用卡罚息包括利息、滞纳金、超限费、年费等。

遵照中国人民银行统一规定，利息一般按消费

金额每天万分之五计息，最低 1 元，每月计入本金

按复利计算；如果在到期还款日实际还款额低于最

低还款额，需要支付滞纳金，按最低还款额未还部

分的 5%收取，部分银行滞纳金有 5 元、10 元的最低

限额；超限费在持卡人累计未还交易金额超过信用

额度时支付，一般按超限部分 5%收取，目前很多银

行章程中虽注有超限费，但实际已被叫停；信用卡

一般都收取年费，从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部分银

行规定持卡人年刷卡达到一定次数可免收年费。

银行内部人士透露， 如果持卡人不及时还款，

那么利息、滞纳金、超限费、年费等都会累计进本金

计算复利，“利滚利”后，透支百元、账单万元也不是

没有可能。 在董小姐的个案中，由于 5年没有消费，

银行每年要收取 80~200元的年费，5 年即 400~1000

元，这部分费用将 100%计入最低还款额，征收利息

及滞纳金，按月计算复利。 按照一些银行的规定，账

单日总欠款大于信用卡额度， 当月即不能享受免

息，过去还会征收超限部分 5%的超限费，由于董小

姐信用卡额度小，短时间内就会超额，由此“滚雪

球”般产生越来越多的罚息。

霸道的“全额罚息”

在网友艳妮的个案中，饱受非议的是“全额罚

息”规定。 在一项名为“银行哪些条款最霸道”的调

查中，银行信用卡全额罚息条款被网友认为是最应

该修改的霸王条款。

中银信用卡客服告诉记者，目前中行实行全额罚

息制度，举例说，持卡人在使用信用卡期间出现消费额

1000元，截至最终还款日只还了 900元，在当期账单

截止日后，不是按照剩下的 100元计息，而是按全部消

费额，即 1000元计息，利率为每天万分之五。

采访发现，只有浦发、工行等少数不是全额罚

息，招行、交行等大多数银行均实行全额罚息。 据报

道，早在 2009年，工行率先取消信用卡全额罚息，但

三年过去，取消全额罚息仍只是个别，还有建行等

表示逐步推行“容差还款”政策，即把 10 元以内的

“零头”滚入下期账单中，不对其进行全额罚息。

面对消费者的质疑，银行回应，全额罚息是银

行风险管控的一种手段，并非霸王条款。 2009年，首

例消费者诉银行全额罚息案， 裁定消费者败诉，使

得银行更加有恃无恐。 还有业内人士表示，技术壁

垒也是致使银行采用全额罚息这一模式，“由于各

家商业银行使用的信用卡核算系统多从境外购买，

系统诸多参数固定设置为部分还款全额罚息。 ”

最低还款额“诱导”

有数据显示，全国超过 80%的客户享受着银行提

供的免息期还款服务，仅有不到 20%的客户使用了计

息的消费信贷服务。 对银行来说，既要收取高额利息

维持信用卡业务运转，也希望有更多持卡人采用计息

服务。 很多人和王女士一样，每月收到短信还款通知

时，被提示可以最低还款或申请账单分期，但没有告

知这需支付的高额利息。 往往等到看到下月详细账

单，才知道自己支付了数百元利息。

那全额还款与最低还款最终相差多少呢？ 如曾

小姐的账单日为每月 5 日， 到期还款日为每月 23

日。 3 月 5 日本期账单包括她从 2 月 5 日至 3 月 5

日之间的所有交易账务，本月账单周期她仅有一笔

2 月 28 日消费，消费金额为 10000 元，“本期应还金

额”为 10000元，“最低还款额”为应还总额的十分之

一，即 1000元。 假如曾小姐在 3月 23 日前，全额还

款 10000元，则在 4 月 5 日的对账单中循环利息 =0

元。 但假如她在 3 月 23 日前， 只偿还最低还款额

1000 元，则 4 月 5 日的对账单的循环利息分为两部

分：2 月 28 日 ~3 月 23 日利息为 10000 元×0.05%

×24 天 =120 元；3 月 23 日 ~4 月 5 日利息为

（10000-1000+120） 元×0.05%×12 天 =54.7 元，一

个月总共需支付利息 174.7元。

此外，信用卡取现、分期都不是免费的。 信用卡

取现的收费也颇为可观， 不到万不得已不建议使

用。 目前各家银行提现的计息方式多为自提款日起

计息，利率为每天万分之五。 信用卡分期的也不是

免费的午餐。 记者使用信用卡分期付款计算器计

算，5000 元的总额，申请 12 个月分期，最终不同银

行的总还款额在 5300~5500元左右。 （本报综合）

舆论监督不是找茬， 是一

种服务。诚然，任何一个部门的

工作都不可能做到尽善尽美，

那么有了失误就不应该遮遮掩

掩，对新闻媒体避之唯恐不及，

应该勇于承认错误， 并及时补

救或改正。 舆论监督能起到督

促其积极改正的效果， 一定程

度上说就是一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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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偏

南风 2 级到 3 级转偏北风 4

级到 5 级，温度 6℃到 16℃，

夜里到明天晴间多云。

受较强冷空气影响，我

市将出现寒潮天气， 后半夜

到明天有 4 级至 5 级偏北

风，气温明显下降，最低气温

较前期下降 8℃。 31 日最低

气温将降至 2℃， 请注意防

范。

今天我市各气象指数

是：

人体舒适度：早晚为七，

感觉冷； 中午为五， 感觉温

凉；

感冒指数：四级，大风降

温天气容易感冒， 请注意添

衣保暖。

更多天气资讯， 请拨打

12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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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每个人或

多或少都有几张信

用卡，在享受透支消

费、 商户打折的同

时，你是否了解它的

收费方式和赢利模

式呢？ 透支 1 9 1 . 1 1

元“滚出”1 0 8 5 4 . 4 3

元账单； 少还 4 4 . 6 0

元 ， 循 环 利 息

1 0 7 0 . 5 7 元； 最低还

款，一年循环利息能

买iPhone4 ……

这些不是天方

夜谭，而是真实发生

的信用卡消费案例。

透支百元“滚出”万元账单

■银行员工称信用卡有点“黑”，有点疏忽就亏大了

■记者调查：透支、分期付款藏陷阱，银行靠信用卡赚得比理财产品多

每月只还最低还款额， 不知不觉，一

年循环利息够买一部 iPhone4。 王女士因

为出国， 办了张方便境外刷卡的信用卡，

并在这期间透支近 2 万元。 回国后，王女

士收到银行的还款通知信，称可以按最低

还款额还款， 不影响后期使用， 只需还

1000多元。

“当时不知道利率有多高，就想着到年

底一起还。 ”每个月 1000多元的最低还款

额，偶尔小额刷卡消费，王女士的信用卡一

直维持着 2万元左右的透支额。 等到年终

翻阅账单，看到有一笔 300多元的“循环利

息”。 她再翻出从未拆封的其他旧账单，发

现每个月都有 300~400元的循环利息。“真

没想到， 一年下来的利息都能买 iPhone4

了，后来我都不敢用信用卡了。 ”

个

案

目前，1000 元存在银行， 年利率为

3.5%。 也就是说，存 1000元钱在银行，经过

一个自然年，且在其间央行没有利率变动的

情况下，储户最终会收获的利息为 35元。

同样是 1000 元，如果是信用卡债，经

过一年发酵，会到什么程度呢？ 假设客户

田小姐 1 月 9 日消费 1000 元，账单日为 1

月 10 日，且此后一直未还款，前提是在这

一年间，央行并无加息降息。 沪上某商业

银行信用卡中心负责人为记者算了一笔

账：信用卡欠款有两种费用：一是循环息，

每天按欠款本金的万分之五收取；二是滞

纳金， 按最低还款额未还款部分的 5%收

取， 最低还款额按欠款本金的 10%计算。

欠银行 1000元第一个月， 循环息每天 0.5

元，一个月以 30天计算，就是 15元。 滞纳

金是最低还款额未还部分的 5%（但最低

2 0 元），即 20 元；这样算下来，第二个月还

款本金就涨到 1035 元， 第二个月的滞纳

金和循环息就以 1035 元为基数计算，以

此类推。 那么直至次年 1月 10日，田小姐

的本金加罚息为 1461元左右。

也就是说，按此种模式，持卡人通过

信用卡向银行借贷 1000 元的成本为 461

元，也就是说年利率会高达 46%。 按照央

行规定， 国内信用卡的日息为万分之五，

透支利率年息为 18.25%。 实际上，通过信

用卡向银行借贷 1000 元的成本显然要高

过央行规定， 也早已高过目前年利率为

7.05%的个人商业贷款。

来自中国银行业协会的数据显示，美

国信用卡年利率根据个人信用状况等因

素确定，最高达 36%；英国信用卡年利率在

19%左右。 中国银行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认

为，“从全球范围来看，我国信用卡利率处

于较低的水平。 ”

算

账

在某城商银行工作数年，熟稔信用卡

业务的潘先生却没有信用卡。“不需要，平

时没有太多大额消费，不必透支；嫌麻烦，

透支还要去还款， 不如直接刷储蓄卡；有

点‘黑’，一般全额罚息，有点疏忽就亏大

了。 ”他告诉记者，一旦逾期或使用其他业

务，利息很高，利滚利。

“不考虑滞纳金、利滚利，信用卡每天

万分之五的利息一年加起来也有 18%，现

在存款利息不过 3.5%，最好的理财产品年

化率也很难超过 10%，你说信用卡赚钱多

不多？ ”

提

醒

银行员工：我不用信用卡，有点疏忽就亏大了

1000 元卡债，一年后变 1461 元

据报道， 上海董小姐的信用卡是 5

年前在学校办的，信用额度仅 200 元，没

用几次后就被她遗忘了。

但在不久前， 董小姐接到银行合作

公司的催账电话， 去银行求证后才想起

来还有一张信用卡。 信用卡账单显示，最

后一笔消费是 2007 年 5 月， 当时透支

191.11 元。 经过近 5 年密密麻麻的罚息

明细， 最后账单显示欠款竟达 10854.43

元。 董小姐傻眼了，自己并未更换联系方

式， 为何这 5 年没有收到任何来自银行

方面的单据和催款提醒呢？

“少还信用卡 44.60 元， 逾期 10 天

竟产生 1070.57 元的循环利息。 ”

无独有偶，近日，一位名为“艳妮”的

网友也爆料称自己的信用卡“被宰”经

历。 据她介绍，自己的信用卡账单应在 2

月 23 日还款 41994.60 元， 但她通过

ATM 机提前还款时， 只还了 41950 元，

少还了零头 44.60 元。 3 月 5 日，她收到

银行寄来的账单， 上面赫然写着循环利

息：1070.57 元。

少还 44.60 元，一个月循环利息 1070.57 元

每月若只还最低还款额，一年利息能买 iPhone4

究

因

透支 191.11 元，5 年“滚出”10854.43 元欠款

在央行并无加息降息的前提下，

目前：1 0 0 0 元存在银行， 年利率为

3 . 5 % ，储户最终会收获的利息为 3 5 元。

持卡人通过信用卡向银行借贷

1 0 0 0 元， 一年后本金加罚息为 1 4 6 1

元左右，也就是说年利率高达 4 6 % 。

核心提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