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行理财网
银行卡被网络支付盗刷(网银被盗刷多少立案)

5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银行卡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
简称《规定》）正式施行。其中，重点就公众广泛关注的“盗刷”问题进行了详细
规定。银行卡被盗刷损失谁负责？当事人主张盗刷该如何证明？近日，北京金融法
院法官对此进行了讲解。

遭遇“盗刷” 损失谁负责？

《规定》明确，发生伪卡盗刷交易或者网络盗刷交易，借记卡持卡人请求发卡行支
付被盗刷存款本息并赔偿损失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信用卡持卡人请求发卡
行返还扣划的透支款本息、违约金并赔偿损失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发卡行
请求信用卡持卡人偿还透支款本息、违约金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也就是说，根据上述规定，遭遇盗刷后，持卡人可以要求银行归还本息并赔偿损失
；信用卡被盗刷的，持卡人不必偿还透支款本息。

法官解释道，这是因为，相较于作为持卡人的金融消费者，发卡行具有更高的风险
预防、控制和承受能力，应当以更加安全的技术保障持卡人用卡安全。这符合制造
风险者应防范风险的法理、风险与收益相对等原则，有利于鼓励、督促发卡行提供
安全性更高的银行卡产品和服务，从源头上降低风险发生概率，促进金融行业安全
稳定发展。

但需要注意的是，最高法院作如此规定，并不意味着持卡人可以“高枕无忧”，可
以完全免责。《规定》明确，持卡人对银行卡、密码、验证码等身份识别信息、交
易验证信息未尽妥善保管义务具有过错，未及时采取挂失等措施防止损失扩大，发
卡行主张持卡人承担相应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因此，持卡人仍需注意持卡
安全，避免因为自己的疏忽而遭受损失。

主张“盗刷” 如何证明？

银行卡被“盗刷”，持卡人往往不知如何“自证清白”。《规定》采取了“谁主张
谁举证”以及“谁占有证据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从两方面明确了关于“
盗刷”的举证问题。

一方面，持卡人主张银行卡是“盗刷”的，可以提供生效法律文书、银行卡交易时
真卡所在地、交易行为地、账户交易明细、交易通知、报警记录、挂失记录等证据
材料进行证明。这主要是指引持卡人全面、充分举证，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并非
要求持卡人提供上述全部证据方可证明“盗刷”事实。

另一方面，在持卡人告知发卡行其账户发生非因本人交易或者本人授权交易导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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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或者透支数额变动后，发卡行没有及时向持卡人核实银行卡的持有及使用情况
，未及时提供或者保存交易单据、监控录像等证据材料，导致有关证据材料无法取
得的，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这是因为，在银行卡交易中，有关支付授权的所有记录和数据、录像都掌握在发卡
行等主体手中，持卡人难以获得和掌握。依据“谁占有证据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分
配原则，银行一方就应承担相应证据材料的举证责任。

因此，对于持卡人而言，在发现银行卡被“盗刷”后，应第一时间向银行挂失，向
公安机关报警留痕，持真卡就近进行消费以证明“盗刷”行为发生时真卡所在地；
银行在接到持卡人挂失后，应及时冻结银行卡避免损失扩大，调取保存交易单据、
监控录像等避免证据灭失承担不利后果。

（燕都融媒体记者 张静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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