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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个人信息受到保护。

下载网上购物APP，需要获取通讯录权限。去饭店吃饭，需要扫码才能点餐。走进
售楼处，在毫不知情时，手机APP过度索权问题尤为突出。目前消费者个人信息被
侵犯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消费者个人信息被过度收集。对此建议广大消费者
为了最大限度保护个人信息，“大数据杀熟”，即同一款产品，对拥有较高消费能
力、价格就会更高。则会偏低。为避免被“大数据杀熟”，建议广大消费者可关闭
个性化推送服务，并在下单前通过亲朋好友等进行价格比对。消费者个人信息被泄
露、滥用甚至买卖。主动向有关部门进行投诉、或者依法提起诉讼，积极维护自身
合法权益。【法条速递】《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九条经营者收集、使用消费
者个人信息，应当遵循合法、明示收集、方式和范围，并经消费者同意。经营者收
集、使用消费者个人信息，应当公开其收集、使用规则，不得违反法律、使用信息
。这里无法一一罗列。就广大消费者如果遭遇消费侵权问题该如何去合法合理且有
效维权，提出以下建议：（请记住，当遭遇消费侵权问题时，

预付费消费存十大陷阱

据北京阳光消费大数据技术研究院统计，2018年1月1日零时—9月30日24时，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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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负面)消息85464条，占比40.84%。“近期ofo退款事件实际上也属于此类情况
。这些负面消息极易引发群体性投诉事件，应该引起高度重视。”陈音江说，目前
预付费消费主要存在诱骗消费、霸王条款等10大问题：主体经营不合法。许多商家
不展示相关经营证件，尤其是美容美发企业和教育培训机构。

影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有哪些因素

居民收入因素，如果不考虑消费信贷，收入增加，消费相应有所增加；收入减少，
消费也会相应有所减少。也与前期收入、未来预期收入密切相关。随着国民经济快
速发展，居民收入持续稳定增加，人口变动因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是一个总量
概念，最近几年，也有效扩大了城市消费群体，增加了居民消费。每年因人口规模
扩大及城乡人口结构变化，拉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至少在1个百分点以上。
物价水平因素，物价上升，并且在消费中占有较大比重。通常来说，物价上涨，需
考虑扣除物价因素。利率变化因素，一是替代效果，增加储蓄；二是收入效果，就
是说利率提高了，储蓄收入等也会相应地增加，一般而言，对于低收入者来说，替
代效果大于收入效果；对于高收入者来说，收入效果大于替代效果。对全社会来说
，虽然不是非常绝对，但多数情况下，利率降低有利于增加消费，提高利率则会抑
制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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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金融公司比商业银行面临更高风险

消费金融公司应运而生、顺势发展，具有重要社会价值。截至2016年9月末，消费
金融行业平均不良贷款率4.11%，贷款拨备率4.18%。毛宛苑指出，目前我国个人
征信体系建设尚不完善，征信人群覆盖有限，消费金融公司风险管控难度加大。个
人违约成本较低，招联消费金融公司总经理章杨清认为，消费金融公司与商业银行
目标客户错位，其客群风险较大，随着客户进一步下沉，可能出现客户多头共债现
象，过度授信可能成为最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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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金融科技类产品和服务相继涌现。这些产品、应如何有效地保护消费者权益
。“从供给侧看，俗话说‘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做好消费者权益保护，有
赖于金融监管部门。从需求侧来看，其素养有待进一步提升。”某业内资深人士直
言。基于上述背景，包括监管人士、学界专家等，从供给侧和需求侧出发，就金融
消费者权益保护话题展开深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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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它从商品流通环节入手，具体来讲，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是指企业(单位、个体户)
通过交易直接售给个人、社会集团非生产、个人包括城乡居民和入境人员，社会集
团包括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居委会或村委会等。也包括售给社会集团用
作非生产、企业(单位、从消费形态来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可划分为商品零售额
和餐饮收入两部分。商品零售额是指售卖非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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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税怎么计算1、当从价计税时：应纳税额=应税消费品销售额×适用税率。

当从量计税时：应纳税额=应税消费品销售数量×适用税额标准计税方法。进口应
税消费品，按照组成计税价格计算纳税。组成计税价格=（关税完税价格+关税）÷
（1-消费税税率）应纳税额=组成计税价格×消费税税率。我国消费税对卷烟、柴
油等实行定额税率，其计税公式为：应纳税额=应税消费品数量×消费税单位税额
销售额=应税消费品销售额+价外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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