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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日起个人征信可以修复？
这不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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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通常所说的个人征信报
告，是客观记录个人信息主体的信
用表现。反映个人信息主体借债
还钱、合同履约和遵纪守法的情
况，是由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提
供的一项服务。”人民银行镇江市
中心支行相关负责人鞠海港强调，
根据《征信业管理条例》等规定，任
何机构都不得擅自修改展示无误

的征信报告，一旦发现违规删除、
修改，将依法面临行政处罚与责任
追究。也就是说，现行相关法规、
文件、制度中，均未提及“征信修
复”的概念。

“网传消息以国家发改委发布
的《失信行为纠正后的信用信息修
复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
法’）来吸引眼球，并言之凿凿。”鞠

海港说，实际上，办法所指的
信用信息修复并非个人征信，
而是指全国公共信用信息基础
目录和地方公共信用信息补充目
录中，所列的对信用主体信用状况
具有负面影响的信息，包括严重失
信主体名单信息、行政处罚信息和
其他失信信息。

权威解读：个人征信不可以修复

本报记者 俞佳融

“5月1日起，只要失信人把钱还上，就可修复个人信用报告。”近日，一则关于
“征信修复”的消息在朋友圈热传，更有一些不法机构以征信修复为由，借机敛财和
炒作。记者向权威部门核实后了解到：该消息系误读，个人信用报告无修复一说。

将信用卡交给亲朋好友，用其所谓的
人脉通过刷卡、网络贷款就能获取高额利
息回报？殊不知，这是一场利用友情关系
而精心设计的骗局。近日，重庆两江新区
警方破获一起虚构身份，以刷信用卡、网贷
获取高额利息为由实施诈骗的案件，涉案
金额800余万元。

2022年 12月，重庆两江新区警方接到
一男子报案，称其妻子李某某多个贷款账
户、银行卡账户超支，金额巨大，怀疑被诈
骗。

警方根据该男子提供线索展开调查，
发现其妻李某某多个银行卡账户流水存在
频繁大额资金汇入、输出情况。

经进一步深入调查，警方发现资金流
入大部分是从多个不同信用卡转入李某某
银行卡，同时李某某账户向其他账户转入
小笔资金，这与其丈夫描述被诈骗情况恰
恰相反，这引起警方高度重视。

民警随即传唤李某某，在警方法治教
育和证据面前，李某某如实供述了犯罪事
实，承认自己并非是诈骗受害者，而是诈骗
实施者。

李某某交代，因个人欠信用卡、网贷等
20余万元，入不敷出，遂产生了诈骗想法。
她在亲朋好友面前编造公务员身份，谎称
认识银行行长，以刷信用卡返高额利息为
由，将亲朋好友 300 多张信用卡据为己有
刷卡提现。同时，李某某还以投资名义借
钱，让亲戚朋友在网贷平台贷款套现后供
自己支取。针对亲朋同事借款，李某某承
诺每月给予高额利息，并按约归还信用卡、
网贷平台借款本金及利息。2022年，信用
卡额度降低，李某某“拆东墙补西墙”入不
敷出，向丈夫谎称被“诈骗”了。

对于自己的犯罪事实，李某某十分悔
恨。称当初因为虚荣心、想过人上人的生
活使自己走上了犯罪道路，所作所为对不
起亲朋好友，更对不起家人。

警方查明，自 2016 年以来，李某某先
后诈骗近30人，诈骗金额800余万元，其诈
骗钱财一部分用于旅游、买汽车及奢侈品
等，一部分用于承诺给亲朋好友所谓“利
息”和最低还贷。目前，李某某已被刑事拘
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警方提示：要提高防范意识，不要相信
所谓高额利息，将自己银行卡通过刷卡获
得高额回报。身份证、信用卡等重要证件
和物品千万不要轻易外借，一旦发现被骗，
应立即报警。 法治日报

刷信用卡、网络贷款
就能获取高额利息回报？
小心这是诈骗！

近年来，有一些不法分子利用
网络、新媒体等进行虚假引导甚至
实施网络涉税诈骗，将“黑手”伸向
纳税人。

2月 21日，国家税务总局召开
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办公厅
主任、新闻发言人黄运介绍了纳税
人应如何识别和防范这类诈骗。

黄运表示，根据收集到的信
息，网上涉税诈骗至少有以下几种
类型：

有的是直接诈骗纳税人钱款
牟取不法利益；有的是非法骗取纳
税人信息特别是个人隐私、商业秘
密等，用于“灰色交易”；有的是蓄意
制造恐慌向纳税人招揽扩大业务。

从手段上看，不法分子通常以
短信、电话、网络甚至直接上门等
形式，冒充税务人员并以税务稽
查、中奖兑付等为借口，诱导纳税
人转账付款或提供相关信息；还有

的利用视频短片、线上培训等方
式，歪曲解读税收政策和税务管
理，并以帮助解决涉税问题为名蒙
骗纳税人，达到其非法牟利的目
的。

对此，国家税务总局提醒广大
纳税人缴费人：

提高防范意识。遇到冒充税
务人员上门征收税费、宣扬各种退
税返款“新政策”或收到伪造涉税
信息的不明链接及二维码等，一定
要保持高度警惕，拒绝诱惑，冷静
识别，切勿泄露隐私或进行转账支
付。

认准官方渠道。通过税务总
局以及各地税务部门官方网站、服
务热线、电子税务局等渠道进行业
务办理和涉税咨询，不要轻信非官
方信息和渠道，谨防不法分子的诈
骗诱导。

及时举报求证。如遇到相关

情况，请咨询 12366服务热线或主
管税务机关进一步核实，或立即拨
打 110、全国反诈专线 96110 寻求
帮助。

黄运表示，税务总局高度重视
打击网上涉税诈骗，持续开展反诈
宣传，积极会同公安等部门建立健
全联动机制开展治理，同时联合国
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国家市场监
督管理总局共同印发《关于规范涉
税中介服务行为 促进涉税中介行
业健康发展的通知》，对涉税中介
虚假宣传信息、开展恶意税收筹划
等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严肃查处整
治，并公开曝光了一批性质恶劣的
典型案件。

下一步，税务部门将持续加大
治理涉税诈骗和公开曝光力度，强
化打击、强化震慑，全力保障国家
税收利益和纳税人合法权益。

金融时报

警惕网络涉税诈骗！
如有情况立即拨打电话

市民若发现自己的信用报告
所展示的信息有误，又该如何通过
正规渠道维护自身权益呢？

“可以向相关金融机构（有误
信息的报送机构）或者征信业监
管部门（当地人民银行）提起异
议，合法维护自身征信权益。需
要说明的是，通过正规渠道提起
异议，是不要支付任何费用的。”
人民银行镇江市中心支行相关负

责人提醒市民，要珍爱自己的个
人信用记录。养成良好的信用意
识和消费习惯，按时还款、谨慎担
保，保护好个人信息及证件、防范
冒名贷款，定期查询信用报告进
行“信用体检”，及时核查、纠正错
误信息。若信用报告上的不良记
录是既成的客观事实，也不必紧
张。

根据《征信业管理条例》规定：

“征信机构对个人不良信息的保存
期限，自不良行为或者事件终止之
日起为5年；超过5年的，应当予以
删除。”在不良信息保存期限内，信
息主体可对不良信息作出说明，征
信机构应当予以记载。另外，银行
在贷款审批时会综合考虑客户各
项资质，个人信用报告并不是唯一
的授信参考依据。

合理诉求：可通过正规渠道提起异议

业内人士表示，所谓的商业性
的“征信修复”都属于虚假宣传，实
质是故意混淆征信异议概念，误导
社会公众相信可以对正确记载的
征信信息进行更改或删除。网上
除了出现有关“征信修复”的谣言，
还出现名称或经营范围中含有“征
信”关键词的机构：不仅自创“征信
修复”“个人信用修复”“征信铲单”

“征信洗白”等概念，而且还以“征
信修复”名义倒卖个人信息、实施
诈骗。

“为打击上述与‘征信修复’相
关的虚假宣传和诈骗行为，自2022
年起，人民银行镇江市中心支行联
合市市场监管局、市地方金融监管
局、各市区金融办和相关银行业金
融机构，建立健全信息共享、线索

移交、联合执法等常态、长效治理
机制。”鞠海港介绍，2022年，人民
银行镇江市中心支行联合市场监
管部门将 25家通过登记住所或经
营场所无法联系的机构列入异常
经营名录。通过宣传引导，49家机
构主动对名称或经营范围中的“征
信”字样进行了变更，9家机构完成
注销手续。

乱象整治：9家机构已完成注销手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