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融企业采集个人信息不能任性
金融企业不能过度采集用户的个人信息，使其沦为“透明人”。消弭此类争

议，需要完善个人信用信息采集方面的法律法规，廓清权利边界。另外，相关行政

处罚的法规也要赶紧出台，以约束相关企业，保护公民信息安全。

□房清江

仅仅只是用了“蚂蚁花呗”，你的户籍信
息、社保参保状态、公积金缴费情况、通话记
录等个人数据都可能被收集。6月30日，“蚂
蚁花呗”宣布改名为“花呗”，并更新了用户
服务合同。新合同规定，用户同意并授权花
呗收集上述用户信息，此举引起了网友热
议，有人称“吓得赶紧关闭了花呗”。（7月6日
《南方都市报》）
花呗是阿里旗下蚂蚁金服推出的消费

信贷产品。申请开通后，用户将获得500~
50000元不等的消费额度，并在消费时享受
“先消费，后付款”的购物体验。花呗在服务

合同中，要求用户授权收集有关个人信息，
用以判断个人金融消费的履信能力，更好地
防控金融风险，其出发点无可厚非。而且，以
前很多平台都采用笼统的用户授权协议，而
此次花呗是在合同中“明示”，至少比偷偷摸
摸搜集信息好。
不过也要看到，花呗尚属于小额的信贷

服务，其收集信息范围远超出了风控信用评
价的需要。就连银行对个人的金融信贷服
务，也不需要用户提供如此多的信息。这些
信息不但可以用以评价个人信用，还能用于
了解个人家庭、财产、消费等方方面面的情
况，若为企业所掌握，难逃瓜田李下之嫌，而
掌握的用户个人的信息越多、内容越具体，
泄漏的危害也会越大，这不是单纯企业内控
所能解决的。
人们还记得，在此前所爆出的“校园贷”

乱象中，就涉及信息被过度采集之后，一旦
泄露就会给用户带来巨大风险。用户最担心
的就是个人信息被泄露、丢失、篡改、用于不
良商业用途等。事实上，按照“花呗”合同要
求，假如用户违反与服务商约定，若与用户

的亲戚朋友、联系人等关联方未能协商解
决，服务商可能会自行或通过催收公司、律
师事务所、法院、仲裁委员会和其他有权机
关与用户联系，这更让人心生忐忑。即便用
户相信大公司会遵纪守法，却也担心催债公
司获取个人信息后不会依法使用信息甚至
泄露信息。
本次事件的争议焦点在于，如何保证信

用信息采集与公民个人信息安全的平衡。信
用采集与评价，不能要求公民过度让渡个人
信息安全方面的权利，甚至变成“透明人”。
消弭此类争议，首先需要完善个人信用信息
采集方面的法律法规，廓清权利边界。另外，
相关行政处罚的法规也要赶紧出台，以约束
相关企业，保护公民信息安全。
更为关键的是，信用信息采集不宜过度

放权给金融服务企业，只应由非营利性的第
三方机构行使。如果金融企业自采自评自
用，既当运动员，也当裁判员，超越了自身权
限。同时，各金融企业都自定规则，自赋信息
收集权力，也会丧失信用约束规则的公平
性。

“小学生饮酒入院”敲响暑期安全警钟

酸奶“假高端”，谁来“真监管”

■观察家

□何勇海

记者调查发现，今夏各大乳企自称的所谓
“高端酸奶”产品明显扩容。然而仔细对比会发
现，酸奶价格的高低其实和代表营养价值的
“菌种”多少并不成正比关系。知名乳业分析师
宋亮指出，国内在酸奶的相关标识规范上确实
有所欠缺，相关检查也比较薄弱，因此目前市
场上确实出现了普通酸奶换个包装变成高端
酸奶的现象。（7月6日《北京青年报》）
普通酸奶换个包装变成高端酸奶，并不

是媒体第一次曝光。比如，某品牌的普通酸
奶取了个洋名，再换上精美的纸盒包装，价
格就跟着翻了几倍。“高端酸奶”与普通酸奶
对比，营养差别不大，主要是因为包装与宣
传提高了成本。
酸奶假高端，而消费者有严防“假高端”

酸奶的本事吗？事实上，绝大多数消费者连
哪些是真酸奶、哪些是“伪酸奶”都“傻傻分

不清”，更遑论区别普通酸奶与高端酸奶了。
所以说，酸奶“假高端”还需要“真监管”，这
是维护消费者权益的需要。《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规定：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
服务，应该恪守社会公德，诚信经营，保障消
费者的合法权益。普通酸奶“换个包装就高
端”与“换个包装就涨价”，在本质上有违诚
信经营原则。若“假高端”酸奶的价格比普通
酸奶高出数倍，更可用投机取巧、价格欺诈
来形容，这不该成为市场常态。
监管部门如何进行“真监管”？一方面，

相关部门应当加大检查力度，对容易以假乱
真、换“马甲”涨价的酸奶市场精准出击、常
态化检查，将“假高端”酸奶打回原形。另一
方面，应尽快补上酸奶标识不够规范的制度
漏洞，增加处罚力度，倒逼乳企不敢在酸奶
标识上欺骗消费者。除了提高监管力度，相
关部门还需要创新检测技术与手段，让“假
高端”酸奶在上市之前无法蒙混过关。

巷 议
公交车司机
尤其不能“路怒”

7月4日，河南新密市汽车客运东
站发生一起交通事故：2路公交车司机
与12路公交车司机在行驶途中发生口
角，2路车直接对着12路车的屁股撞
去，两辆车的前、后玻璃粉碎，乘客吓得
纷纷跳窗而逃。（7月6日人民网）
“路怒”很可怕，公交车司机得了
更可怕。新闻中的涉事公交车司机，最
终酿成严重事故，已涉嫌危害公共安
全，对此必须依法严惩，不容宽贷。
现在天气炎热，容易上火，公交司

机长期开车，有时心绪烦闷可以理解，
但是遵守交通法规，敬畏生命，是最起
码的要求，也是确保服务质量、保证运
行安全的底线。如果动辄“路怒”，一旦
发生事故，很可能会危及乘客安全，后
果严重。让乘客没有安全感的公交司
机，首先就是不合格的。对于公交车违
规，包括“路怒症”，应该给予严厉处
罚。 钱夙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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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作文模板得高分
太急功近利

宁波王先生的女儿向来写不好作
文，考不好语文，这次却在期末测试中
拿了高分。但当他得知女儿的高分是
靠背诵作文模板得来的，不喜反怒。
（7月6日《宁波晚报》）
有人说，王先生有点“少见多怪”

了。背诵作文模板，这一“公开秘密”不
但流行于小学语文课堂，中学、高中更
甚。在一些地方这可能是事实，不过必
须明白，从应付考试来说，这不失为一
条“捷径”，但对训练学生的思维能力
和创造能力则有害无益。这种急功近
利的方式，只会扼杀学生的独立思考
能力和创新思维，助长学生的惰性思
维和投机心理，害莫大焉。
作为一个曾经的语文教师，笔者要

忠告一句：千万不要迷信什么模板、秘诀
和宝典，写好作文没任何捷径可走，还是
老老实实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吧。王学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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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韩金惠

近日，济南某小学20多名六年级的学生
组织了毕业聚餐会，期间13岁男孩亮亮喝下
了7瓶2两装的56度二锅头，随后他因为醉酒
被送进山东省立医院东院重症监护室。医院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到了医院后，亮亮先被送
到急诊洗胃，然后被送往重症监护室接受治
疗，三天后治愈出院。（7月6日澎湃新闻）
13岁小学生，竟然因饮酒住进了重症监

护室，这无疑是一记警钟。当下正值暑假，学
生毕业聚餐、同学聚会一波接一波，再加上
此时家长本着让孩子放松的原则，很容易管
理松散，让孩子受到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
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13年至

2014年的调查数据显示，52 . 5%的中学生曾
经饮酒。为何如此多的未成年人饮酒？一方面，
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虽明文规定，禁止向未
成年人出售烟酒，但缺乏对违法商家的处罚规
定，这直接纵容了很多商家为了经济利益无视
法律规定。另一方面，未成年人饮酒原因也包
括社会、家庭对此执有放纵态度等。这无疑值
得社会和相关部门认真反思。
除此之外也要看到，未成年人暑期安全

不是新问题，却也是大问题。作为家长，首先
要认真履行监护职责，在接过学校的监护
“接力棒”后，随时绷紧安全这根弦，督促和
提醒孩子远离禁区。作为学校，暑假期间也
不能完全缺位，而应该与家长积极沟通，联
手做好学生的暑期安全管理工作。
相关部门也要加大监管力度，例如对向

未成年人售卖烟酒，允许未成年人进入法律
明确禁止的场所的商家进行排查，一旦发现
违法行为，立即进行处罚。只有学校、家庭、
社会多方联合起来，才能为未成年人构筑一
道安全的防范网，从而远离危险，快乐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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