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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传“征信新政”是假消息
没有收到人民银行下发的相关文件

中国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征信管理处的工作人
员表示，根据国家征信管理相关政策，个人信用记录保
留5年，并没有提升为7年，而且个人信用报告上只会
客观记录借还款流水，没有所谓的“黑名单”。另外，个
人信用报告广泛应用于商业银行贷款、信用卡审批和
贷后管理，没有与网传消息中的“购票、住宿、子女上
学”等相关行为挂钩。

“所谓‘征信新政’中提到的‘超过一天就算逾期’
的说法也是不准确的。”杭州一家股份制银行信用卡
风险管理部工作人员告诉快报记者，还款逾期多少天
会构成不良记录，取决于各家商业银行对风险的判断
程度。银行不同，对信用卡业务和贷款业务的不良记
录认定会有所差别。所以，并不能一概而论。

不要轻易申请贷款或者信用卡
查询征信记录多了会影响征信

中国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征信管理处的工作
人员还透露，最近有一些市民反映，说个人信用报告莫
名其妙地被一些第三方理财机构以“贷款审批”的理由
申请查询，可他们自己根本就没有办理任何贷款产品，
只是点击了这些第三方理财机构App上的一些按键，
为的是在线查看可贷款额度。

“除了一些第三方理财机构会在你申请贷款后查
询你的个人信用报告，一些消费金融公司也会调用个
人征信进行了解。在向银行发出贷款或者信用卡申
请后，银行会查询你的个人信用报告，以此作为评估，
看你适不适合作为合格的贷款人或者持卡人。这些
第三方理财机构或者消费金融公司也将个人信息报

告作为放贷的依据。”该工作人员说。
记者了解到，一些网贷公司在查看个人信用报告

之前，通常要求用户直接勾选电子同意书，这会给用
户带来一定风险，不少人就因为误操作或在不知情的
情况下同意了授权申请。

商业银行的做法相对来说更加规范。按照《个人
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管理暂行办法》，商业银行查询
个人征信报告时应当取得被查询人的书面授权。书
面授权可以通过在贷款、贷记卡、准贷记卡以及担保
申请书中增加相应条款取得。一家银行的工作人员
表示，他们查询个人征信记录前，都需要客户本人书
面授权，并提供身份证复印件。

为什么不能经常查询个人信用报告？因为这会

影响自己的征信。

中国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征信管理处的工作人

员解释，2年之内，个人信用报告被一些机构查询的记

录都会显示在人民银行征信系统上，查询次数多了，银

行或者放贷公司看见后就会认为你经常向机构借钱，

肯定非常缺钱，存在较高的违约风险，因此可能会影响

你之后的贷款和信用卡申请。

某银行负责个贷的工作人员表示，在贷款审核过

程中，银行除了看征信记录本身，征信记录的查询记

录也是重要的参考条件。“如果看到多次贷前审批查
询，却没有发生贷款，银行也许会认为，申请人目前需
要资金，但是某些方面条件达不到，所以审核被拒。”

个人每年可2次免费查询本人征信
短期频繁自查同样会产生不良影响

那么本人查询信用报告有没有影响呢？一样有。
根据《征信业管理条例》规定，个人每年可2次免费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4 

��
////////////////////////////////

��
��
�����

��������

 %($))+$!*""*%+%"')+
������ '	��	
� $ � � � %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8++*!$ /$))+$!*$%
9%++$
��

���	������
�	��	� $��� 5)
)$+$+++%!,$++%$  
 �
�& ��������
���
////////////////////////////////

������� $
� %�	� ))+$+&&)$+
+!%$%++$3�$ 
��&
���������

��
////////////////////////////////

���	�����
�����
��� %
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 � ))+$+&%$+&$%� 3!(
*!%$ � � ))+$+&%$+&$$

��&
////////////////////////////////


��	�����
�  	 � ;))+$%'$(,$$+$
,%($,$3������
���$
��
////////////////////////////////

���������
��� $����
��� 	� %))+$!)$(
!,+$$+$,$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连续三次还款逾期将“列入黑名单”？
网传的“征信新政”是假消息！
短期频繁查询征信记录会影响个人征信 这是真的！

近期，一条关于“中国人民银行出台征信新政”的消息在互联网上广泛传播，其中有不少银行从业人员转发。“征信新政”文中提到，“还
贷逾期等不良信用记录保留时间由5年改为7年，而且是T+1”，也就是说，超过一天就算逾期，连续逾期三次将被“列入黑名单”。在黑名单
内的人员，将无法乘坐飞机、高铁，入住宾馆，连手机都不能使用。更严重的是，黑名单内人员的子女将无法上重点学校。

事实果真如此吗？昨天，快报记者拨通了中国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征信管理处的电话，其工作人员对此作出辟谣：“截至目前，没有
收到任何中国人民银行下发有关‘征信新政’的文件，网上流传的信息是假消息，并不属实，大家不要盲目相信。” 记者 马杉

询本人信用报告，及时了解自身的信用状况。
然而，与被其他机构查询信息报告一样，如果你短期内频繁

查询自己的信用报告，放贷机构会产生迫切需要贷款又得不到的
感觉，放贷机构同样可能会因此认为你的违约风险高，放贷时会
趋于谨慎。所以，建议大家自查本人信用报告也要适度。

某网贷机构的贷款申请界面，借款合同与查询个
人征信记录捆绑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