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月4日，新华社的一则“紧急！查看支付宝年
度账单前，请先看看这个”新闻，迅速在朋友圈里
刷了屏。

据报道，这几天不少人都在朋友圈晒自己的
支付宝账单和年度关键词，但是很多人没有发现，
消费者可能不知不觉又签了一个“服务协议”，即

“我同意《芝麻服务协议》”。该协议包括“您授权我
们可以从合法保存有您信息的第三方，采集及处
理您的各类信息，同时为避免每次采集都需要经

过您的反复确认而导致过程繁杂，或者因此给您
带来的不便，您同意第三方可直接向我们提供您
的信息而不需要您再次授权”等。

从法律层面看，如果消费者划勾“同意”，支付
宝方面就可以根据协议，将消费者的收入、存款、
有价证券、商业保险、不动产等相当私密而重要的
全部信息进行分析并推送给合作机构，而且他们
有权不支持消费者撤销第三方的信息查询授权。
现在的问题是，支付宝方面在设计这个年度账单
时，“我同意《芝麻服务协议》”是一行很不明显、稍
不留神就漏掉的小字，且选择框已经帮用户默认
选择“同意”，很多人包括笔者，都没有注意到这里
面有个“坑”。

一般来说，大多消费者不希望自己的收入、存
款、有价证券、商业保险、不动产等私密信息被第

三方知道，更谈不上被无偿使用了。若没有律师
“多管闲事”去详细研究，大多数消费者就毫不知
情地被蒙在鼓里。显然，支付宝方面的做法是对广
大“无知”消费者的冒犯。好在支付宝方面及时补
漏，连夜回应称“这种做法肯定是错了”“初衷没错
但用了非常XX的方式，愚蠢至极”……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没有消费者为支撑，再高
明的商家也难以获得广阔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消
费者是上帝，似乎是一句随处可见的口号，却是商
家最不该忘记的商业宝典。试想，如果心中装着消
费者，始终把消费者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商家还会
利用年底“晒自己账单”活动去给消费者“挖坑”添
堵吗？如果没有法律人士较真而挺身而出，大多消
费者是不是还毫不知情？如果这个“坑”没有引爆
朋友圈、引起众怒，商家会及时出面道歉并提出补

救措施吗？
真心实意地视顾客为上帝，才会最大限度地

关注顾客感受、千方百计地维护消费者权益，而不
是“无意冒犯”。1月4日还有一个商家在朋友圈刷
屏：有家“神一样”的超市令人关注，神奇之处在于

“每天思考怎么少赚钱、怕顾客不占便宜而哭”。同
样，这两天最火的“思想跨年”关于焦虑与机会的
议题，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无论时代怎么变化，真
心实意地爱消费者，永远是商家的制胜的机会；反
之，谁违背了消费者意愿，谁不看重消费者的尊
严，消费者就饶不了谁，就无法在新时代商业环境
下生存发展。期待所有商家都能明白这个道理，不
违背消费者意愿，不冒犯消费者尊严，以点点滴滴
的商业行动，去尊重消费者、敬畏消费者，这样才
能纾解商业焦虑、获得发展机会。

市场又撒“酒疯”了，上周五，贵州茅台创
出历史新高。股王发威，酒价也不式微。这不，
公司自2018年起适当上调茅台酒产品价格，平均
上调幅度18%左右。业内甚至预测，茅台门店售
价将逼近2000元。（1月3日央视）

喝酒的人都知道茅台酒好，即便不喝酒，对
于“国酒茅台”的名声，也多有耳闻。因为好所
以贵，因为稀缺所以就更贵。据报道，一方面
是，酒价上涨趋势明显；另一方面是市场缺货的
现象还是很严重。按照飞天茅台1499元/瓶的价格
来看，简单计算，2两茅台接近于1克黄金的价
格。而年关将近，茅台酒价格是否会无底线
“涨”下去，令人担忧。

“2两茅台酒=1克黄金”这样的消费水准，普
通人难以承受。毕竟，1000多元的酒，对于普通
工薪阶层而言，又有谁舍得日常享受？即使是财
大气粗者，恐怕也是在招待贵宾时，或者顾客有
特殊需求时，才会呈现。于老百姓而言，对于茅
台酒价格缘何会涨疯，或许不明其理，但是最简
单的道理还是懂的，酒一旦背离“喝”的初心，
也就会变味变质。

茅台涨价，自有其涨价的理由所在。但和房
子同理，茅台酒是用来“喝”的，而不是用来
“炒”的。认牌消费是好事，证明产品质量迎合
了世道人心。但是，疯长的价格有“杂质”掺入
其中，就是一种病态，就需要去治。

2017年12月31日，湖南长沙天心区芙蓉南路
“现代空间”小区楼下一条金毛犬被民警打死的相
关视频、图片。当天，长沙市公安局天心分局通过
官微通报此事称，金毛犬咬伤3人，民警处警未配
备麻醉枪，且短时间未找到狗主人，为防止该狗伤
害更多行人，民警遂用木棍对狗进行扑杀。

从视频可以看出，这只金毛犬伤人在先，民警
紧急情况之下拿木棍对狗进行当街扑杀，显得比
较血腥，但民警的处置仍然是及时的必要的。但一

些爱狗人士仍然给民警手机发辱骂、恐吓信息，甚
至往民警家门口送花圈。

这种做法已涉嫌威胁涉事民警的人身安全，
是在恐吓与侮辱涉事民警。很多人喜欢养狗，但爱
护动物不能蛮不讲理，更不能打着爱护动物的幌
子来行违法犯罪之事，养狗、爱狗人士应该加强理
性养狗、爱狗的意识，以人为本，并对民警的处置
表示理解，不能对正常执法者“野蛮围攻”。（文/1
月5日《人民日报》客户端 漫画/张建辉）

刷银行信用卡消费18869 .36元，因绑定自动
还款的储蓄卡余额不足，剩69 .36元没还清，10天
后产生了317 .43元利息。央视《今日说法》主持人
李晓东认为全额计息不合理，起诉银行，要求法
院确认该规定无效，退还利息。李晓东一审败诉。
近日，北京市二中院作出二审判决，认为全额计
息合法，但计算金额过分高于违约造成的损失，
撤销一审判决，要求银行返还多扣划的253元。（1
月3日《新民晚报》）

备受关注的李晓东案改判，多少让人有点小
惊喜。现实中，因全额计息引发的官司中，客户一
方鲜有获胜者，甚至由于维权成本高，很少有人
会选择和银行对簿公堂。重要的不是钱，而是理，
该较真儿时就要较真儿，李晓东不接受调解坚持
等判决的精神值得点赞。

全额计息，又称全额罚息，是指持卡人在到
期还款日未能还清全部欠款,就要对全部消费金
额进行计息，也就是从消费之日起到还清全款日
为止,按每日万分之五计算循环利息。比如，李晓
东案利息计算方式不是以未还的69 .36元为基数
计算，而是以账单周期内全部欠款18869 .36为基
数。

在信用卡天价违约金事件屡屡见诸媒体的
背景下，李晓东案的判决具有进步意义。恰如李
晓东代理律师所言，本案判决具有典型意义，对
于正常使用信用卡的客户，非恶意导致信用卡金
额未全额还足，而承担全额罚息明显不公，以违

约金调整作为平衡双方利益手段，在处理个案时
能清晰银行与持卡人之间的关系。

但别太乐观，且不说本案判决结果与废止全
额计息的民意呼声相去甚远，判决本身也有局限
性。在认定全额计息合法有效的前提下，法院以

“计算金额过分高于违约造成的损失”为由，用调
整违约金的方式平衡双方利益，这是法官司法智
慧的体现，但也有和稀泥之嫌。该案对今后雷同
案件的判决有多大的指导性，有待观察。

调查显示，我国消费者对信用卡全额计息最
不满意,大部分受访者质疑收费的合理性。专家学
者、法律人士、中消协等也对信用卡全额计息提
出质疑，认为这是用户无法自选的霸王条款。多
年来,废止全额计息的呼声从未间断。2013年，“容
时容差”机制出炉，即欠款3天以内、金额少于10元
的，视为按时还款，此举有进步，但聊胜于无。

废止全额计息难在哪里？银行难让利只是其
一，更重要的是消费者市场弱势地位导致其话语
权旁落，面对垄断壁垒无法“用脚投票”，只能被
动接受霸王条款。在内业,全额计息究竟是霸王条
款还是国际惯例也不乏争议。在服务质量上不谈
与国际接轨,偏偏在收费上抱残守缺,这种“惯例”
是趋利避害思维在作祟。

当然，也有业内良心。早在2009年,工商银行
就率先取消了全额计息,但至今跟进者寥寥。李晓
东案的最大意义或许就在于，将全额计息是否具
有正当性、合理性这一问题再次拉入公众视野。

■ 漫 画

2018年1月5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周学泽

电话:(0531)８５１９３３２６ Email:zxz@dzwww.com观点4 广告

不能让消费者蒙在鼓里
□ 孙秀岭

全额计息应该废止了
□ 陈广江

酒是喝的

不是炒的
□ 杨玉龙

截至2018年1月2日，中国裁判文书网访问量
近125亿次，上传裁判文书总量超过4131万篇。中
国裁判文书网经过四年多的运行和努力，已成长
为全球体量最大、最有影响的裁判文书网。其日
均访问量达1581万人次，单日最高访问量达5000多
万人次。访问者来自全球210多个国家和地区。
（1月3日《人民法院报》）

根据相关规定，对于生效的裁判文书，除涉
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以及特定情形
外，均应隐去当事人敏感信息后在裁判文书网公
布。该措施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裁判文书是法官对纠纷经过、法理评析、是
非对错、法律适用进行高度总结的文书。裁判文
书上网，既能满足公众对司法的参与权和知情
权，又能倒逼司法人员提升责任心和业务素质，
谨慎负责地对待每一个案件，促进社会公平正
义。裁判文书上网，能够让每一起案件不仅经得
起当事人的检验，更经得起网民的围观乃至“挑
剔”，进而有效提升审判质量和效率。简而言
之，作为司法领域的公共产品，裁判文书上网是
司法公开的应有之义,是提升公众对司法的信服程
度，减少对裁判“想象空间”的必然措施，让司
法公开及司法公信有新的提升。

裁判文书上网

让公平正义看得见
□ 史洪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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