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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信”在中国算得上是一个古老的词汇，几千年前的《左传》里就

有“君子之言，信而有征”的说法，意思是说一个人说话是否算数，

是可以得到验证的。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征信”的存在，却还是最

近几年的事情。办贷款、申领信用卡，常常会听到银行的工作人员说

您的信用记录如何，说的就是征信的事儿。 

有关您过去信用行为的记录会体现在您的信用报告里，“信用报告”

被形容为个人的“经济身份证”，可以用来证明您是否守信，因为它

系统全面地记录了您的信用活动，反映出您的个人信用状况。建立良

好的信用记录很难，需要多年的积累，而一次不良信息记录就可以将

它破坏。 



四个容易产生不良记录的行为 

一、信用卡透支消费没有按时还款而产生逾期记录；  

二、按揭贷款没有按期还款而产生逾期记录；  

三、按揭贷款、消费贷款等贷款的利率上调后，仍按原金额支付月供

而产生的欠息逾期； 

四、为第三方提供担保时，第三方没按时偿还贷款形成的逾期记录。 

 

不良信息会保存 5 年 

根据《征信业管理条例》的规定，征信机构对个人不良信息自不良行

为或者事件终止之日(一般为该笔贷款或信用卡欠款还清之日) 起保存

5 年；超过 5 年的，应当予以删除。 

 

 

 

 

 

 



留意这些，避免产生不良记录 

首先，注意养成良好的消费习惯和还款习惯，对于日常消费、贷款和

各类缴费，要注意还款期限，避免出现逾期，以诚为本，恪守信用，

树立良好的信用意识； 

其次，妥善安全地进行信贷活动，并做好关联预警提示。选择合适的

还款方式，采取有效的提醒措施，确保每笔贷款和信用卡按时还款。 

最后，个人发生信用交易后，应随时留意还款日期，加强与金融机构

信贷员等有关业务人员的联系，按时归还贷款本息或信用卡透支额。

同时，在信用卡等停用时, 应及时到相关部门办理停用或注销手续。 

 

修复不良记录可以这样做 

如果您的信用报告中已存在不良记录，应避免再出现新的不良记录，

并尽快重新建立个人的守信记录。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在判断用户的

信用状况时，着重考察的是用户近期的信贷交易情况。如果您偶尔出

现了逾期还款，但此后都是按时、足额还款, 这足以证明您的信用状

况正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银行发放贷款为什么要考察个人信用记录 

商业银行是经营风险的机构，通过考察个人信用记录，可以及时掌握

借款申请人的信用状况，将未来发生风险的可能性降到最低。通过向

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查询个人信用报告，一方面，商业银行能够掌

握申请人已经发生的银行借款的情况， 即申请人当前的负债状况，再

根据申请人提供的职业、收入、担保物等情况，分析判断借款人的还

款能力，确定是否给其发放贷款及贷款多少； 另一方面, 个人信用报

告中提供的申请人的历史信用记录，还能帮助商业银行分析判断借款

人的还款意愿，帮助商业银行更好地防范和控制信贷风险。 

 

 

 

三种渠道处理个人信用报告异议 

如果您对自己的信用报告有异议，可以通过三种渠道反映出错信息，

要求核查、处理。 

一、由本人或委托他人向所在地中国人民银行分支行征信管理部门反

映； 

二、直接向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反映；  



三、委托直接涉及出错信息的商业银行经办机构反映 

如果对最终处理结果仍有争议，还可以向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申请

在信用报告中加入个人声明。 

 

 

 

声明：以上内容节选自《金融知识普及读本》（第二版），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局编著；图片选自《百姓征信知

识问答-3 个人信用报告探秘》及《百姓征信知识问答-7 征信相关金融常识》，中国人民银行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