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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日礼遇、机场贵宾厅、咖啡优惠券……
您还记得曾经享受过最优惠的信用卡权益
吗？这些权益犹如一份蛋糕，这些年却在被

“切走”？伴随信用卡市场转型升级，不少消费
者抱怨信用卡权益在“缩水”。近期，记者开展
了信用卡消费满意度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
示，近五成受访者表示继续使用信用卡的主
要原因为积分奖励、特殊优惠和附加权益。
同时，有31.82%的受访者表示，对使用过程中
的权益变动而不满。

国有行信用卡权益变动相对较少

记者发起《信用卡消费满意度调查问
卷》的结果显示，75%的受访者曾在使用信用
卡时体验不愉快，31.82%的受访者因权益变
动不满，27.27%的受访者因积分或奖励政策
变动时未收到及时通知而体验不佳。

针对以上现象，记者先后对15家银行的
信用卡权益变动情况进行了调查。

据不完全统计，自 2024 年以来，国有行
信用卡权益变动的情况较少。其中，中国银
行、建设银行与工商银行的信用卡在2024年
以来，未有信用卡权益调整的现象；交通银
行和农业银行的信用卡分别有两次权益调
整，邮储银行的信用卡权益有一次调整。

具体来看，交通银行太平洋信用卡中心
公告称，因银联业务调整，自 2024 年 4 月 30
日起，银联惠购业务进行调整，如，沃尔玛商
户的普通买单折扣由 9.85 折调整为 9.9 折。
农业银行信用卡的权益调整则更多是在积
分规则的调整上，如2024年8月1日下线五
倍积分包活动。

股份行信用卡权益规则调整频繁

相较于国有行，股份行信用卡权益的调
整则让人“眼花缭乱”，不仅是权益调整次数
多，而且权益调整的内容也“分门别类”。
如，有在优惠使用期限上进行缩短的，也有
提供服务的品牌合作方进行更换的，更有甚
者对享受权益的限制精确到使用贵宾厅时
的间隔时间……不少网友直呼：“像是在做
阅读理解，不仔细看几遍都不知道更改了哪
些权益。”

记者统计了10家股份行信用卡中心，今
年以来对信用卡权益调整的情况。记者发
现，信用卡权益调整次数最多的是平安银行
信用卡，调整了9次；排名第二的是调整了6
次权益的中信银行信用卡；民生银行信用卡
的权益调整了5次，广发银行、光大银行、浦
发银行和华夏银行的信用卡中心分别调整
了3次信用卡权益；招商银行和兴业银行的
信用卡中心没有对信用卡权益进行调整。

具体来看，权益调整所涉的类型覆盖了
消费者的生活。在交通出行方面，权益调整
涉及了里程兑换、机场贵宾厅等出行服务，
如，浦发银行信用卡中心6月1日发布对“东
航积分加速包”的积分上限进行调整；平安
银行信用卡中心5月9日发布的关于平安银
行贵宾厅及机场快速安检权益使用规则的
调整，调整公告中提到“一天内在同一高铁
站使用贵宾厅权益需间隔3小时以上、同一
机场使用贵宾厅权益需间隔4小时以上”等
内容。

在日常消费方面，权益调整涉及商超与
饮品优惠，如华夏银行的信用卡自2024年3
月18日起对瑞幸咖啡券有效期规则进行了
调整，中信银行的信用卡于6月22日起对麦
德龙提货券使用规则进行调整优化等。

此外，记者还发现对于信用卡权益的调
整中，有一类为权益合作方的变更。如，招
商银行信用卡中心在2023年末发布公告，对
星座守护信用卡守护宝权益赠送的保险变
更为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承保，
此前的保险公司为太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

一点“羊毛”都不想让用户薅了？

那么面对频繁调整的信用卡权益，消费
者的态度和看法又如何？不少消费者曾在
社交媒体上表达过较为负面的情绪，他们认
为信用卡权益变动让人无所适从，不知道什
么时候能够享受到哪些优惠。这种不确定
性使得消费者对信用卡的使用体验大打折
扣，部分消费者甚至因此考虑更换其他银行
的信用卡。

记者在某社交平台上，根据相关投诉帖
联系到来自广州的郭先生，他向记者透露，

自己曾于22年办理了中信银联i白金卡。“当
时的优惠活动较多，其中一项为无金额限制
连续消费 7 天，可兑换价值 20 元左右的礼
品。”郭先生主要兑换的是肯德基或美团的
20元优惠券，“但从去年开始，连续消费7天
仅能兑换10元左右的优惠券。今年更甚，兑
换美团的10元优惠券则需当月消费满1999
元，门槛提高了几十倍。”对权益屡次发生变
动，郭先生显得有些无奈：“这变更太大了，
明摆着不想让客户‘薅一点羊毛’。”

而对于那些原本就期待某商户优惠的
用户来说，即使调整后的权益被发卡机构称
为“权益升级”，但似乎也未必能满足有定向
需求的用户。不少网友表示，自己就是冲着
某些平台会员才办理相关信用卡，发现权益

变动后也就不再使用这张卡了。
还有一些信用卡用户的抱怨情绪来源

于对权益变动后的通知渠道。记者发现，大
多银行会在其信用卡中心官网发布其权益
变动的公告。“APP里的促销信息太多，我不
会去看这种消息。”郭先生直言，自己是在每
月兑换优惠券时才发现规则更改，无法兑
换，“短信通知是应该的，起码让客户知晓，
官网的公告谁会去看呢？”

银行降本增效致信用卡权益调整

信用卡权益的频繁变动和不断“缩水”，
原因为何？伴随着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和增
量资源的缩小，近年我国信用卡增速明显放
缓。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2024年第一季度

支付体系运行总体情况》显示，截至一季度
末，信用卡和借贷合一卡7.60亿张，环比下降
0.85%。人均持有银行卡6.97张，其中，人均
持有信用卡和借贷合一卡0.54张。

“目前银行卡收单费率偏低，发卡银行
信用卡业务上的盈利点受到一定限制。”资
深信用卡专家董峥表示，信用卡权益体系与
发卡银行的业务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此
前，多家银行通过高权益模式以期达到获
客、活客的目的。随着发卡银行从“重拉新、
轻留存”的模式向“重留存、要效益”模式的
转变，多家银行通过调高权益门槛、取消部
分权益或更换权益服务商的方式，导致信用
卡权益出现了缩水现象。

“信用卡行业已经步入存量时代，发卡
量、交易规模等诸多指标普遍增速放缓。”博
通咨询金融行业首席分析师王蓬博在采访
中曾表示，为降低成本，增加效利，越来越多
的信用卡部门选择减少权益，同时也是为了
避免自家信用卡成为一些跑分平台和职业

“薅羊毛”群体的目标。

律师说法
权益变动，银行或涉嫌违约

那么，信用卡权益调整或减少是否侵
权？北京两高律师事务所律师董正伟表
示：“权益缩水是部分银行不诚信的表现。
多数持卡人对于信用卡权益的概念并不明
晰，在自身权益受损时也不知情。但是，这
并不等同于银行可以无视消费者合法权
益。银行在吸引消费者办卡时，会明确约
定各类信用卡的权益，并在合约中体现。”
董正伟补充道：“按照《民法典》合同篇的
规定，合同的制定和修改要遵循双方协商
一致的原则，银行信用卡变更积分规则，未
经持卡人同意，属于违约行为。”

本报综合消息

如今，不少有着本科学历的人，以更加
务实和前瞻性的思维“反向”读职校，通过
掌握一门手艺为自己开辟一条职业新路
径，在不同的赛道感受精彩的人生。

选择山东省青岛市技师学院大学生技
师班之前，陈愉聪有些忐忑，这其中既有面
对世俗观念的压力，更有对未来的不确定。

经历过就业的坎坷，希望借助“回炉”，
拥有“本科学历+技能证书”双配置，从而
提高职场竞争力，是陈愉聪报考大学生技
师班的主要原因。

记者采访发现，和陈愉聪一样“放下身
段”，以更加务实和前瞻性的思维，到职业
院校“回炉”的人还有不少。他们通过掌握
一门手艺，为自己开辟一条职业新路径，在
不同的赛道感受精彩的人生。

迷茫中的务实选择迷茫中的务实选择

2023年，陈愉聪还是聊城大学本科化
学专业的在校生。按惯例，大四这年需要
参与社会实践，陈愉聪的实习单位是青岛
市即墨区一家化工企业，岗位是注塑工艺
调试。

几个月的实习经历，让陈愉聪对职业
从充满期待变得有些迷茫。“大学学的是理
论知识，从事车间技术工作，优势并不明
显。”令陈愉聪焦虑的是，注塑工艺调试的
技术含量不高，职业前景一般。

毕业季来临时，陈愉聪应聘过程不太
顺利。“我既不是研究生学历，又不是985、
211学校毕业，也尝试过应聘技术岗位，可
与技校毕业的学生相比，又缺少实操能力。”

踌躇迷茫之际，陈愉聪得知青岛市技
师学院大学生技师班的招生信息。“学制两
年”“对口就业”“工匠人才的晋升通道”，这
些关键词吸引着陈愉聪，但父母反对的声
音给他带来了压力。“他们很不理解，也怕
亲戚朋友笑话。”

尽管如此，陈愉聪还是坚定地选择了
去大学生技师班“再造”。新生报到当天，
班里20多名同学，除了两人是技师学院本
部直升的学生，其他多是求职不顺或职业
发展受挫的本科毕业生，年龄最大的 34
岁，陈愉聪既欣喜遇到了志同道合的朋友，

又惊讶于大家对于“回炉”的接受程度。
“时代在变，大家的观念和选择也在与

时俱进。”这是陈愉聪与同学交流之后的感
受。

该学院机电一体化专业教师徐丕兵坦
言，技师班的受欢迎程度确实超出预期，开
办15年来，有300余人报名，其中本科学历
100余人。选择技师班的学生从事过办公
室文职、房屋中介、外卖送餐等行当，经历
过社会“锤炼”的他们，对于职业规划和就
业有着理性的判断，所以更务实地选择掌
握一门技术，通过技能成长的路径实现职
业价值。

发现优势与短板发现优势与短板

从大学到职校，陈愉聪感受到了明显
的“水土不服”，尤其是从“动脑”到“动手”
的切换。“过去十几年的学习经历，我们都
是伏案苦读，现在的课程需要大量的动手
实操，刚开始明显不在状态。”

“不少人存在不好意思动手、不愿意动
手的情况。”带过数届技师班的徐丕兵发
现，入学初期的实践课，大家经常不得要
领，且缺少工艺操作的规范性。相比之下，
技师学院本部直升的学生有着明显优势。

不过，在初中即进入技师学院的王晓
林看来，“大学生同学”扎实的理论功底和
学习能力可以弥补短暂的实操不足。

“开学初期，是我们带着他们动手，可
随着理论知识的深入，他们的能力开始凸
显，又变成了他们辅导我们。”20岁的王晓
林说，升入技师班以后，“大学生同学”丰富
的阅历和学习能力成为他宝贵的营养。

“大学生的思维逻辑能力和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的能力确实高一些。”徐丕兵表
示，自己与许多任课老师时常在大学生技
师班课堂上被“问懵”，这种在课堂上思维
碰撞的感觉，是在普通班里很少出现的。

对此，青岛技师学院做了诸多调整和
教研探索，比如实行20人的小班制管理，
制定专门的人才培养方案，选择固定的教
师团队专门从事大学生技师班的教学任
务，还将原本6年需要掌握的课程“解构、
重构、耦合”成6门综合课程，实现多课程、

多工艺、多工种的融合。
每天大量的画图、实操练习，让陈愉聪

从最初的无从下手变为了享受技术带来的
成就感。从原来画一张图纸需要半小时，
到现在15分钟。一个学期，陈愉聪画满了
18 本电路图，通过动手解决设备电路问
题，让他深刻体会到，理论与技术技能协同
配合，才能更好地解决实际问题。

拓展新的职业空间拓展新的职业空间

记者了解到，不仅在山东，广东、四川
等地也有一些职业院校招收本科及以上学
历的学生。据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统
计，近两年，学院招收“回炉”考取技术技能
证书的本科及以上毕业生累计超过150人，
培训方向主要是心理咨询师、公共营养师
和健康管理师等。多名毕业生表示，技能
学习可以给他们的职业生涯拓展新空间。

大学生“回炉”读职校的经历，除了帮
助他们掌握一门技术，更多的是坚定了职
业选择，刷新了过往保守的认知——在现
代化智能车间，为一线作业人员提供技术
指导，走技能发展之路，这是一条符合趋势
且有希望的赛道。

青岛鸿普电气科技有限公司已连续多
年录用技师班的学生。“与大学生相比，他们
的技术能力更扎实，与技校生相比，他们具
有更高的理论知识和职业素养，是企业紧
缺的专业人才，普遍入职一两年后就能成
长为工程师。无论是待遇，还是发展前景，
都有明显优势。”该公司副总经理徐建说。

从事大学生技师班教学15年，徐丕兵
对于企业用人需求的变化有着切身的感
受。“如今，企业越来越注重理论与技能并
重的复合型人才，大学生技师班的培养模
式能够满足这些需求。正因如此，学校经
常接到电话咨询，不少技能院校都想创办
大学生技师班。”

虽然前景可观，但徐丕兵在推进教学
中仍会感到力不从心，比如缺乏大学生技
能再教育的规范文件，使得教学模式、课程
设计等方面没有可参照的标准；社会各界
对大学生“回炉”评价不一，需要以更加开
放和包容的态度看待。 本报综合消息

想薅信用卡“羊毛”真的不容易

为何越来越多大学生毕业后为何越来越多大学生毕业后““反向反向””读职校读职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