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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指数持续攀升，前十月实现较高增速———

新消费撬动中国经济

天气转寒， 消费市场却热度不
减。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

1

至
10

月， 全国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

29.7

万亿元，绝对量已超过
2014

年全年，接近
2015

年全年，同比保
持两位数的较高增速。

11

月
22

日，全球知名绩效管理
公司尼尔森发布最新报告称， 中国
消费者信心指数持续攀升， 今年三
季度达到

114

点， 已连续四个季度
实现增长，创下

2013

年底以来的新
高；消费意愿增至

58

，达到
2014

年
以来的最高值。

中国消费何以如此火爆、 如此
给力？

钱包更鼓，消费有底气。 今年前
三季度， 我国居民收入继续保持较
快增长， 增速既快于上年同期和上
半年， 也快于今年同期

GDP

增长。

“良好的预期，增强了中国消费者信
心，更多的人敢花钱了。 ”尼尔森中
国区总经理韦邵说。

创新供给，消费有人气。随着我
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消
费市场正发生着质变： 在流通环
节， 线上线下融合发展； 在生产环
节， 商品服务同步升级。 这些新供
给激发购买愿望， 让人们更乐意打
开钱袋子。

传统商场融合发展， 让消费者
逛街时感觉越来越爽。 东西买多了
不想拎回家？ 可以快递送上门；逛街

累了想休息一下？ 餐馆咖啡厅随你
选……前三季度， 商务部重点监测
的专业店、 百货店销售额同比各增
6%

和
1.6%

， 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
3.5

和
0.6

个百分点。

线上购物惊喜连连， 商品种类
和覆盖地域不断扩大。 以前买东西
不方便的农村消费者， 如今搭上电
商快车，也能轻松“买全球”。

1

至
10

月，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达
4.2

万亿元，同比增长
28.8%

。

新兴服务层出不穷，“买服务”

成为消费新时尚。 在私人教练辅
导下健身两小时， 是上海杨浦区
某金融企业员工郝杰的周末“必修
课”。每小时

300

元的收费，她觉得
很值：“花钱买健康，一点都不亏。 ”

前三季度， 居民的人均医疗保健
和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分别增长
13.2%

和
8.9%

。

新供给，新消费，有力撬动了中
国经济。 前三季度，全国最终消费支
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

64.5%

，比
上年同期提高

2.8

个百分点，比资本
形成的贡献率高出

31.7

个百分点，

继续保持第一驱动力的作用。 商务
部相关负责人表示， 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的积极效应将进一步显现，同
时居民收入增长和社会就业情况维
持在较好水平， 相信我国居民消费
潜力会更充分地释放， 消费市场将
保持平稳较快增长。 （据新华网）

避免网络支付损失

建行网银专家有招儿

账户分类很重要， 建议大家
一定把自己网络支付的账户更换
为三类账户， 并且少放余额。 把
一、二类账户的卡号、密码等关键
信息认真保护好， 不要随意透露
给他人。

火眼金睛辨真伪
认准建设银行官方网址为：

www.ccb.com

手机银行网址：

m.ccb.com

。无
论任何情况下， 不要通过点击链
接进入网银办理业务。

莫贪便宜少受罪
骗子大多冒充银行名义发送

虚假短信， 例如： 办理大额信用
卡、网银积分兑换现金、信息核实
等，进而骗取客户信息进行盗刷。

还有一些网购的物品特别便宜，

然后通过退货重拍， 退款等伎俩
骗取钱财。 所以，不要贪图一些小
便宜，因小失大。

守住秘密很重要
短信动态验证码是大多数网

上支付的最关键要素和环节。 因
此， 遇到输入或被要求告知短信
验证码的情景，要再三核实，不要
随意告知他人。

不明链接勿点击
一些短信链接、 手机

APP

安
装程序，可能隐藏木马病毒。 骗子
可能把木马伪装成任何内容引诱
你点击。

去伪存真连
WIFI

不要随意链接公共场合的
WIFI

，即便要链接，连接前找店员
当面确认清楚。 同时，建议在连接
公共

WIFI

期间，不要登录网银或
者进行购物支付操作。

其实， 做到安全支付并不
难，除了学会以上几招，还要保
护好自己的核心信息： 身份证
号、卡号、密码、短信动态验证
码。 记得有疑问第一时间拨打
95533

客服热线咨询。 掌握了以
上内容，小伙伴们就可以放心网
购啦！

(

建宣
)

“嘀”的一声钱被划走了
“小额免密”当心支付有隐患

在支付方式日益多样化的今天，

无论外出购物或是用餐，“扫一扫”的
付款方式大家已不再陌生，“小额免
密”“闪付”等支付功能也悄然兴起。 然
而， 日前媒体曝出有不法分子利用银
联卡的“小额免密”功能对车辆

ＥＴＣ

卡
实施盗刷， 引发网友对个人财产安全
的关注。

免密支付暗藏安全隐患
在一家快餐厅的点餐处， 市民张

先生把手机对着收款机只听“嘀”的一
声，就结束了整个付款流程，然而，让
张先生略感疑惑的是， 在付款时他并
未被要求输入支付密码。 在一家国企
工作的孙女士也反映， 自己在使用银
行的借记卡消费时， 收款人犹如刷地
铁公交卡一样就完成了该笔消费，也
不用其输入密码。

记者随机在商家购买几样商品进
行测试，无论是使用微信“收付款”或
是支付宝的支付功能， 还是具有“闪
付”功能的银行卡，在消费不超过某一
额度时均不需输入支付密码， 也没有
对于支付价格的确认环节。

业内人士表示，“小额免密”“闪
付” 这类支付是指消费金额低于限定
值时， 用户无须输入密码即可完成消
费。 现在不少人在支付时都已经开通
并使用过“小额免密”这个功能，虽然
支付过程简单便捷， 但也易使消费者
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盗刷。

功能默认开启用户“蒙在鼓里”

记者从银联方面了解到， 发卡行
往往将“小额免密免签”功能与“闪付”

一并设置为默认开通， 持卡用户在进
行一定金额（境内

３００

元人民币，境外
以当地限额为准）及以下金额交易时，

只需将银行卡靠近“闪付”感应区即可
完成支付。 在此过程中，持卡人不会被
要求输入密码，也无须签名。

据银行客服人员介绍，这种卡面有
“闪付

ｑｕｉｃｋｐａｓｓ

”标识的“小额免密”业
务是系统默认开通的，支付时不需要密
码， 每笔不能超过

３００

元， 每卡每天
２０００

元封顶。如果觉得存在安全隐患，

客户需携本人身份证到银行网点取消
该项业务。

手机支付方面，记者用一个新号码
注册了支付宝的账户后发现，支付宝的
“付款码”功能处于默认开启状态，其使
用说明中写明， 每笔小于等于

１０００

元
的订单无须验证支付密码。 此外，微信
付款用户服务协议中也写明，使用付款
码支付不足

１０００

元（特定商户
３０００

元）的消费时，无需密码等交易指令验
证，且由丢失等行为造成的经济损失由
个人承担。

其实很多人都在有意无意地使用
着“小额免密”支付功能，但被询问是否
记得何时开通此类服务时，得到的回答
都是“不太清楚”，或者不是自己主动开
通的。

应保障支付者“有效知情”

多位受访专家指出，随着人们使
用新型支付方式的频率越来越高，推
出各式支付功能固然能优化用户体
验，但同时相关机构对消费者没有进
行“有效告知”的问题也不容忽视。

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教授曹
兴权认为，诸如“小额免密”支付等功
能服务， 在开通时需要设定提示与延
时阅读机制， 相关机构或银行应该在
开通时向用户征求意见， 主动积极履
行说明义务，不能单纯以“默认”形式
为用户开通某项功能。 密码作为支付
的最后一道“安全线” 不能轻易取消

,

“小便利背后可能有大风险，相关机构
应该尽快在技术上和制度上进行优化
完善。 对于支付这件事来说，安全比便
捷更重要。 ”

（据新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