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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法
生活中这些状况
法律上如何界定

一会儿是“你弟”一会儿是“领导”科技用错地骗术再升级

AI换脸拟声骗子变熟人怎么防

八年拖欠本金超35万信用卡逾期不还也犯法

随着互联网金融的普及，越来越
多的年轻人开始选择信用卡等预消费
模式，若未来收入没有达到预期，借贷
者往往因为无力偿还欠款及利息，陷
入法律纠纷。日前，本市居民张某办
了一张信用卡，使用一段时间后就因
无力偿还开始逾期，张某认为这没什
么关系，谁知信用卡中心已将其诉至
法院。
2013年5月，张某向A信用卡中

心申请办理信用卡，并填写申请表。
张某在申请书中声明其已阅读信用卡
章程、领用合约等全部内容，并自愿遵
守章程、领用合同的规定。《领用合约》
载明了信用卡的申领、使用、对账和还
款等事项。张某的申请经审核后获得

批准，信用卡开通后，张某开始陆续透
支消费、取现，并履行还款义务。自
2016 年 10 月开始出现逾期，截至
2024年7月，张某拖欠透支本金超过
35万元。
东丽法院审理认为，张某与A信

用卡中心签订的信用卡消费合同系真
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
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应
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张
某未按时还款，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
的民事责任。张某除应承担偿还信用
卡透支本金的义务外，还应支付因逾
期还款产生的利息、违约金。

法官说法：

违约透支信用卡
逾期不还后果有哪些

法官介绍，逾期利息、违约金：信
用卡透支不及时归还会产生一定的逾
期利息、违约金，持卡人刷卡时一定要
考虑自身的还款能力。持卡人还要考
虑到，被银行起诉到期不还，银行为维
护自身权益向法院起诉，会产生诉讼

费用、律师费用等经济支出。同时，信
用记录不良，未按约定及时还款会影
响个人征信记录，不良信用记录对以
后的贷款等会产生影响。此外，需要
承担刑事责任。恶意透支信用卡，欠
款达5万元以上的，将会被追究刑事责
任。在此提醒各位持卡人，要根据自
身经济能力养成理性消费习惯，不随
意大量透支、肆意挥霍。否则，信用卡
透支后逾期不还不但构成违约行为，
甚至连续逾期三次以上未还款的，持
卡人将被列入征信“黑名单”，导致不
能办理房贷、车贷等金融业务。
那么，什么是“恶意透支”信用

卡？具体的“数额”又是如何界定呢？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

百九十六条及《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
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第六条之规定，“恶意透
支”是指持卡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超过规定限额或者规定期限透支，经
发卡行两次催收后超过3个月仍不归
还的行为。关于“恶意透支”的数额
认定，根据《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
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第八条规定，数额在五万元
以上不满五十万元的，应当认定为
“数额较大”；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不
满五百万元的，应当认定为“数额巨
大”；数额在五百万元以上的，应当认
定为“数额特别巨大”。
法官提醒，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和人们消费水平的提高，信用卡消费
成为愈发被人们所接受和青睐的一
种消费方式，然而，持卡人在使用信
用卡消费后，长期逾期不还款的行为
违反了与发卡银行签订的合同义务，
违背了诚实守信的基本道德原则，在
欠款逾期不还期间，还需要支付借款
利息、违约金等违约成本。因此，法
官在此提醒大家应当树立正确的消
费观念，在准确衡量自己的收入水平
与还款能力的前提下，选择适当的消
费方式，并增强法律观念，认识到信
用卡逾期不还款并非小事，不可指望
“拖”字诀逃避还款义务。只有按照
合同约定的期限、数额等及时履行还
款义务，才能避免自己陷入不必要的
诉讼当中。

新报记者常健通讯员周紫荆

事有蹊跷紧急止付83万元

近日，市民李先生收到了一条
短信，对方自称是李先生单位领导，
要求李先生加其社交软件详聊，加
上好友后，对方便以有急事需要资
金周转为由，要求李先生向其转账，
还保证事后钱款一定返还。

李先生起初并不相信，为了打
消李先生的疑虑，对方主动打来视
频电话，看到视频那头出现的确实
是“领导”，李先生瞬间就放下了心
中的戒备。分三笔向对方汇款了
95万元。当天下午，李先生与朋友
聊天时提起了这件事，越想越觉得
事情有些蹊跷，于是到派出所报警。

接到报警，当务之急就是要把
钱保住。公安红桥分局西沽派出所

民警迅速与银行开启联动机制，此
时已经接近银行的下班时间，民警
积极协调相关银行及时对三张银行
卡进行紧急止付操作。由于民警操
作及时，李先生的钱款大部分得以
追回，银行成功冻结了涉案资金83
万元，相关钱款正在处理返还流程
当中。

AI克隆声音市民被骗7万元

前不久，李大娘接到“弟弟”的
电话，告诉她自己手机换号了需要
重新加一下微信，电话中，“弟弟”称
自己过两天去家里看望姐姐，让姐
姐把住址发在微信上。几天后，“弟
弟”再次来电，说自己因打架被派出
所抓了，需要赔偿对方，想找她拿点
儿钱。李大娘表示有7万存款，“弟

弟”则称让姐姐把现金准备好，并让
朋友去家里取钱。可是取钱的人刚
走，“弟弟”再次来电，称还需要五
万，李大娘越想越不对劲儿，于是报
警求助。

公安河西分局挂甲寺派出所立
即开展工作，经过多方核实，民警认
定这是一起典型的利用AI克隆声
音技术冒充亲友诈骗。民警立即启
动协同警务工作模式，分局多部门
协作，成功锁定取钱男子王某的身
份信息，火速奔赴外省将其抓获。
目前王某因涉嫌诈骗罪被公安机关
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
进一步侦办中。

新型诈骗常见手法

合成声音诈骗

骗子会通过拨打骚扰电话等方式，录

音提取诈骗对象及其重要关系人的声音特

征，利用特殊技术进行语音合成，使诈骗对

象放松警惕，进而用伪造的声音实施诈骗。

AI换脸诈骗

AI技术换脸，可以伪装成任何人，骗

子会利用AI技术，将他人的脸换成熟人或

亲人的脸，冒充诈骗对象的重要关系人，通

过合成视频或照片来“以假乱真”，扰乱诈

骗对象的视线进而实施诈骗。

AI筛选受骗人群

骗子不是漫无目的地广撒网，而是别

有用心地锁定诈骗对象。他们会分析诈骗

对象在网络平台发布的个人信息，根据所

要实施的骗术利用AI技术对人群进行筛

选，从而选出目标对象，制定诈骗计策。

如何防范AI诈骗

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在涉及钱款时，要提高警惕，通过电话、

视频等方式确认对方是否为本人，在不能确

定真实身份时，要格外留意、不要着急汇款，

避免上当受骗，建议将到账时间设定为“2小

时到账”或“24小时到账”，以预留处理时间。

保护信息拒绝诱惑

加强个人信息保护意识，切勿接听任何

陌生人邀请的视频验证或语音聊天，谨防骗

子利用AI技术搜集人脸、声音等素材，掌握

大量个人信息并对人物性格、需求倾向等进

行刻画，从而有针对性地实施诈骗。

相互提醒共同预防

当前信息技术发展快，因此，中青年人

要及时做好对老人的宣传工作。提醒老年人

对不认识、不熟悉的人和事，均不要理睬，向

老年人及时解析新型诈骗手段，以防被骗。

遇到亲友借钱，应多方核实，不要贸然转账。

新报记者张艳

民警：你为什么去受害人家
里取钱？

嫌疑人王某：我通过一个通信
软件接受“上家”指令，“上家”让我
去不同的城市帮忙“取货”，我把
“货”放在指定地点就能拿到佣金。

在AI时代，眼见不一定是
真相。一些不法分子利用“AI
换脸”“克隆声音”等技术实施
诈骗，已成为一种新骗局。近
日，本市接连发生AI诈骗，公
安红桥警方在其中一起案件中
成功追回市民被骗的83万元。

警 事
个人行为要守规
他人套路勤提防

对话受害人

民警：这么多钱说给就给，为
什么没有一点怀疑？

受害人李先生：一开始我也不
敢转，看到领导的视频头像那一刻
我就彻底放松警惕了，真没想到视
频还能造假。

受害人李大娘：和我聊天时，
他嘘寒问暖，说话的语调确实和我
弟弟一模一样，他还说他最近腿好
多了，要过来看看我，我弟弟确实
腿脚不方便，没想到骗子连这些细
节都能掌握。

对话嫌疑人

有急事需要资金周
转给我转账95万元

AI
换脸中

漫画张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