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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A1_8C_E5_8D_A1_E4_c36_52664.htm 某市居民刘某2005年4

月1日在当地银行办理活期存折和银联卡各一张，当天存入人

民币50000元，并设定了密码。4月9日刘某凭存折去银行取款

，银行在存折上作了补登手续后，发现余额为11元，遂拒付

。刘某在找银行负责人交涉未果后，即向当地公安机关报案

，经公安机关侦查，刘某的存款被他人于同省外市在4月3日

一天的时间内先后支取7笔共49989元，其中用银行卡在ATM

（自动柜员）机上取款5次计3万元，在POS（消费）机上消

费2次计19989元，经公安机关从银行调取的录像资料显示，

在ATM机上取款5次的人不是刘某，而是一陌生人。于是，

公安机关发出协查通报，但案件未破。2005年8月1日，刘某

起诉到当地人民法院，请求该银行赔偿被盗取的存款49989元

。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对银行是否应当赔偿刘某被盗取的存

款存在两种不同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银行应赔偿刘某被盗

取的全部存款。理由是：刘某在银行办理了活期银行存折和

银联卡，并设定了密码，与银行之间形成了储蓄合同关系。

银联卡作为一种电子支付工具，银行方面负有凭借银联卡和

密码支付现金的义务，负有保障其银联卡信息和密码安全的

义务；刘某则有妥善保管自己的存款凭证及密码的义务和责

任。银行确认付款人的依据只是银联卡和密码，如果输入正

确的密码，则银行即依约支付存款。本案中，“陌生人”之

所以能够取走刘某的存款，是因为其获得了银联卡及密码。

因存款人未曾取过款，密码被窥窃的可能不存在。那么就只



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存款人与该“陌生人”恶意串通，

骗取存款，但在没有证据可以证明之前，不能认定；另一种

可能就是犯罪分子利用高科技破解银行卡信息和密码，进行

犯罪。从这个角度说，银行没有尽到其保障银行卡信息和密

码安全的义务，导致不法分子窃取了储户的银联卡信息和密

码。且由于银行的疏于管理，一天之内就被人利用银联卡取

走款项3万元，违反了《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第36条关于每

卡每日累计提款不得超过5000元人民币的规定。因此，刘某

没有过错，银行应赔偿刘某被盗窃的全部存款，但可在案件

侦破后向盗取人追偿。 另一种观点认为，刘某应自己承担存

款被盗的责任。理由是：本案中，银行与客户之间是储蓄合

同关系。在储蓄合同中，客户自己负有谨慎的义务，客户应

当妥善地保管自己的存单及银联卡。银行的存取业务主要是

靠存单或银行卡和密码来完成的，存单或银行卡和密码相符

时，银行就负有付款的义务。因此如果因为客户自己的原因

，没有保管好自己的存单或银行卡和密码，而造成存款被盗

损失时，客户自己应承担责任，银行因为没有违约行为，不

承担责任。 银行负有保证存款人存款和人身安全的保障义务

，这是银行业的一项法定义务。具体到本案，主要看银行是

否存在违反以上关于安全保障义务的情形。因为安全保障义

务是为保护受害人的权利设置的，所以根据权利义务一致的

原则和维护利益均衡的理念，受害人对银行违反安全保障义

务负有举证责任。而根据侵权责任“无过错即无责任”的归

责原则和银行业的特殊性，此时受害人对安全保障义务人存

在疏于保障义务有过错的举证责任只要达到一定的客观认同

度就可以了。本案中，银行履行了安全保障义务的职责，不



存在侵权行为，故而银行不承担侵权责任，损失应由刘某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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