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行理财网
花呗上征信吗（花呗”上征信会有的4个影响）

花呗上征信吗（花呗”上征信会有的4个影响） 花呗要接入央行征信系统了！

（来源：微博热搜截图）

许多人开始担心：

“以后还能放心用花呗吗？会不会影响我买房买车？“

今天小马老师就带你分析其中利害~

01 花呗征信不合格会怎样？

1、低息车贷房贷，无缘

首先，咱们先来看看“花呗” 是什么。

它本质上是一种消费贷。

花呗接入征信后，会占用我们个人的总授信。

这意味着，一个不小心，就会导致我们申请不了信用卡，甚至可能影响贷款买房！

比如之前，某家银行就因房贷额度紧张，发过这样的声明：

“征信报告上显示有消费类贷款的，无论结清未结清均无法贷款”。

（来源：网络）

2、想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难

一个人的征信受到影响后，只能实现家里蹲！

想上高速？车辆将被暂扣!

想坐飞机？无法购票！

想坐高铁/动车舒服的一等座？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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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Sorry，你的面试不通过

现在许多大型企事业单位、金融机构也逐渐开始查询个人征信报告。

一旦发现求职者存在个人征信问题，很可能影响录用。

换个角度想想，企业也不敢录用一个连基本诚信都有问题的员工不是~

4、金融产品对你say no

理财意识、保险意识up up up~

哦，不好意思！征信不良无法享受优质的保障服务噢！（蜜汁微笑.jpg）

02 除了花呗

这些操作也会影响征信！

1、未及时还款

除了花呗和前文提到的蚂蚁借呗、京东白条外，信用卡或贷款的逾期记录也会影响
到个人征信。

比如有些银行规定，如果信用卡、贷款有连续3次或累计6次逾期记录，就不能再申
请贷款。

2、为第三方担保贷款

假如你的好兄弟需要贷款来做生意，但银行要求他增加担保人，这时他找到了你，
你会答应吗？

别忙着点头！先了解下可能产生的后果！

如果你兄弟之后还不上这笔钱，而你是他的担保人，那么这份逾期记录，也可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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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在你的报告之中！

千万别以为只有自己借的贷款逾期，才会影响征信。

贷款担保人的责任重大，“讲义气”须谨慎!

3、拖欠生活小账单

晓得不？

那些你平时不太在意的水电、燃气费等，也可能影响你的征信……

现在部分城市的水、电、燃气公司，已经开始向个人征信系统提供当地居民缴费信
息。

（来源：dbbqb）

4、你不知道的“冷门”行为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不良行为，也会影响到个人征信——

1) 闯红灯

目前在深圳、重庆等地已有闯红灯被记入个人不良征信的案例。

2) 地铁逃票

是的，你没有看错，地铁逃票被抓，很可能被上传到个人征信系统。

3) 旅游过失行为

国家旅游局之前有发布过相关文件，空闹、随意丢垃圾、破坏文物式刻字留言等，
都会影响个人征信。

                                    3 / 5



智行理财网
花呗上征信吗（花呗”上征信会有的4个影响）

4) 信用卡年费造成的逾期

大部分信用卡都有年费，包括那些长时间不用、在家“落灰”的信用卡。

如果信用卡没有刷满次数，又没有还年费，那就会造成逾期，影响个人征信啦……

其他“冷门”行为，包括电话欠费、短期内频繁开通信用卡、频繁查征信等等，都
会影响到个人征信。

03 已经逾期了，怎么弥补？

■逾期影响征信的后果很严重

车贷、房贷、信用卡申请、甚至连出行都可能受阻！

但万一真的真的真的，在非常时期产生了逾期记录，怎么办？！

■如果是“花呗”逾期

满足以下条件，可以用支付宝的“逾期修复”功能——

?2019年起；

?1000元以内；

?逾期不超过30天的花呗和备用金记录。

■如果是其他借贷产品产生逾期

1、2次的，就不必太过担心。

银行不会因为你1、2次的不小心，就立马把你拉进黑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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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只要逾期没有超过6次，2年之后征信就会更新。

但如果出现连续逾期3个月，或者累计出现过6次不还钱的情况，那逾期情况就会计
入征信系统，将不能更改或消除。

这笔不良信用记录将在个人征信系统中保留5年才能被消除。

04 小马结语

其实不论是信用卡还是借贷产品，只要保持良好使用习惯，不会对个人征信记录造
成负面影响。

花呗上征信这事，咱该怎么用还是怎么用，只谨记，别逾期就行！

最后将央行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局的提醒，分享给大家——

无收入不提前消费、有收入要量力消费、有负债要谨慎消费。

要知道没有“免费”的贷款、要知道不还贷款要承担后果、要知道“以贷养贷”行
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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