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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行信用卡记账日是10月12号(建行信用卡记账日是10月12号还款吗)

央视《今日说法》主持人李晓东，近日一纸诉状将中国建设银行告上法庭。

2016年3月，李晓东用建行龙卡信用卡消费一万八千余元，但有69元未还清，然而
10天之后，竟然产生了300余元的利息。在多次拨打建行客服电话后，李晓东才知
道，建行收取信用卡逾期利息的方式是以当月账单的总额来计算，而不是以未清还
部分的金额来计算。

 李晓东认为，建行这样的信用卡计息方式明显不公平，其相关条款应为无效的格式
合同条款，且建行应返还向其收取的300余元利息。

据了解，该案已于3月31日在北京市西城区法院开庭审理。

69.36元逾期10天“生息”317.43元

 2012年11月，李晓东在建设银行北京西直门北大街支行办理了建行龙卡信用卡，
激活后该卡一直正常使用。该信用卡账单日为次月7日，到期还款日为次月27日。

2016年3月，李晓东在银行规定的当月记账周期内刷卡消费了18869.36元。至同年
4月27日到期还款日，银行自动从其约定的还款账户里扣款18800元。因约定还款
账户中的余额不足，因此欠款69.36元未还。

李晓东表示，他并不知道钱没有还清。直至新的账单日5月7号，李晓东在查对账单
时才发现，他的信用卡账单中有一笔317.43元的利息。

从4月27日未足额还款，至5月7日查对信用卡电子账单，短短10天之内，欠款69.3
6元竟产生了317.43元的利息。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

李晓东在多次拨打建行的信用卡客服电话后才得知，建行并不是根据其未偿还的69.
36元来计算利息，而是以其当月账单的刷卡消费总额来计算。也就是说，只要该行
的信用卡用户未能在还款日足额还款，那么从记账日到还款日的每一笔消费都要计
算利息。

李晓东表示，这种计息方式有违公平，这种不公平的条款，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
但是，向银行客服反映该问题，银行客服却称这是行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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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李晓东将建行北京西直门北大街支行、建行北京市分行、建行信用卡中心告
上法庭。

当事人认为“全额计息”为无效格式条款

李晓东在诉讼中表示，请求法院依法确认三被告提供并据以计算利息的《中国建设
银行龙卡信用卡领用协议》第三条第九款系无效的格式条款，并请求法院依法判令
三被告向原告返还317.43元的利息。

李晓东的代理律师告诉记者，此案的关键点就在于该领用协议的相关条款规定是否
为不公平的格式条款。

据了解，在建行用户申领信用卡时，填写的“中国建设银行龙卡信用卡申请表”背
面均有一份《中国建设银行龙卡信用卡领用协议》(以下简称领用协议)。

该领用协议第三条第九款规定：“甲方在对账单所载到期还款日前清偿全部欠款的
，当期对账单所载消费及通过贷记账户的圈存交易可享受免息还款期。否则全部欠
款不享受免息还款期，乙方自银行记账日起，根据甲方实际欠款天数，按每日累计
欠款余额乘以日利率计息，日利率为万分之五，按月计收复利。”

李晓东认为，在申领信用卡时、账单周期内未全额还款时，建行工作人员均未向他
明确释明或告知该条款的规定，相关的“领用协议”也未能完整的对违约情形、信
用卡计息方式、收取标准等进行详细披露。

李晓东表示：“被告作为格式条款提供方及信用卡服务提供方，对明显不利于原告
的条款没有尽到充分的提示义务和说明义务，加重了原告作为消费者的责任，其不
合理的规定对作为消费者的原告明显不公，相关条款应属无效。”

记者就此案联系到建设银行，建行相关负责人对记者表示，由于此案目前仍在审理
中，因此不便对案件作出评论。

“全额计息”是否合理合法存争议

公开资料显示，全额计息，也被很多消费者称为“全额罚息”，是指在信用卡还款
最后期限超过之后，无论当月信用卡是否产生了部分还款，发卡行都会对持卡人按
照总消费金额计息。这样很容易导致用户因为没有按时还款，而被银行收取高额利
息和滞纳金。

近年来，屡屡有天价信用卡违约金事件见诸报端，而这背后原因指向的正是全额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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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有些业内人士认为，全额计息并不是中国所独有，而是国际惯例，有其存在的
合理性；也有人认为，全额计息损害金融消费者权益，是霸王条款。全额计息究竟
是否合理合法？对于这样的争论，业内一直从未间断。

中央财经大学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告诉记者，并不能说全额计息就一定不合
法，这还要看在申请信用卡时所签订合同的情况。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银行都是
采用全额计息的方式，银行方面也并没有强迫用户必须选择其提供的服务。但是，
如果银行按照差额计息，即以还款时所差的金额来计息，则是更符合人性化的举措
。

中国法学会银行法研究会秘书长潘修平则对记者指出，按照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来看
，全额计息其实已涉嫌违法，“用户使用银行的信用卡，其实形成了一个借贷的合
同，银行提供贷款，用户还本付息，之间是合同关系。现在用户出现了一个小额违
约，这种违约情况按照合同法的相关规定，用户只能就违约部分来承担违约责任”
。

为什么全额计息的情况普遍存在于各银行

记者查询多家银行相关信用卡条款了解到，目前，国内除工商银行是以信用卡未还
余额来计算利息之外，如建设银行等大多数银行都是按照“全额计息”的方式计算
利息。

对此，潘修平认为，银行也有其自身的苦衷，从银行的角度来说，目前，信用卡违
约现象特别严重，特别是小额违约情况很多，在处理时也让银行很头疼，所以银行
往往在信用卡条款的制定时尽量保护自己，利用其自身的优势地位，将有利于自己
的条款表述强加进合同条款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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