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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冷评 几万字的“用户协议”有点“不怀好意” ■ 郭元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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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推动个人养老金发

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个人养老金实行个

人账户制度，缴费完全由

参加人个人承担，实行完

全积累。《意见》显示，个人养老金参加人每年

缴纳个人养老金的上限为12000元。这是贯

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构建多层次、多支柱养

老保险体系和规范发展第三支柱养老保险要

求的具体举措，对于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养

老保险需要具有重要意义。（本报今日12版）

上述《意见》是应对老龄化社会的“及时

雨”。养老制度成熟的国家都是“三支柱”模

式，第一支柱是基本养老保险，第二支柱是企

业年金和职业年金，第三支柱是个人养老

金。目前，我国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超 10 亿

人，即第一支柱比较稳；第二支柱覆盖面很

窄；第三支柱因起步晚、发展慢，还没有起到

支撑养老的作用。

显而易见，只有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

体系，才能支撑起日益变“老”的老龄化社会。

此次推出的“个人养老金”，对于发展壮大我国

养老第三支柱意义重大，既有利于提升个人未

来养老质量，让老年生活更体面更惬意，也有

利于夯实我国养老根基，应对未来养老挑战。

从个人角度来说，绝大多数人只有基本

养老保障，虽然基本养老金持续“连涨”，但

只能保基本起兜底作用，无法为参保人提供

高质量的养老生活。而发展个人养老金，在

政策支持、税收优惠、市场运作等推动下，通

过个人缴费、投资可获得相应的收益用于提

升养老质量。

从国家角度来说，应对老龄化程度不断

加剧带来挑战的关键在于让支撑养老的根基

更稳更可靠，即“三支柱”既要保障和维持未

来日常养老事宜，也要有能力应对不确定性

风险。而发展个人养老金，有望做强第三支

柱，降低第一支柱“独大”、第二支柱“软弱”

带来的风险。

也就是说，发展个人养老金具有“强基提

质”作用，从宏观层面看，可以进一步夯实我

国养老支撑体系；从微观角度看，可助个人提

升养老质量。

正如《意见》所说，推动个人养老金发展

是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增强人

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举措，

直接关系广大参加人的切身利益。

发展个人养老金为老龄社会“强基提质”
■ 冯海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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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稳脚下每一步
就是最好的路

太过关注结果时，往往难以对过程

全力以赴。人生没有捷径，如果非要指

出一条，那么踏踏实实走好每一步，就

是最好的路。认清自己、找准目标、专

注成长、保持自律、坚持阅读、心态平

和、做好深耕。言少行多，自立勤勉，以

时间为证，去成为你想成为的自己。

@人民日报

“扫码点餐”实为反向侵权“霸王餐”

探“雷” 王恒/漫画

近日，江苏省消保委对 APP 用户协议阅

读状况做了一个小调查。结果显示，APP 用

户协议大多冗长复杂，其中的加粗条款也很

难对消费者起到显著提示作用。律师建议,

将重要条款单独列举，让消费者对格式条款

中重要内容实现无障碍阅读。（4月21日《工

人日报》）

使用 APP 前，你认真读过用户协议、隐

私协议吗？2022年1月1日至4月10日，江苏

消费网舆情监测中心共监测到全省与APP用

户协议、隐私协议相关的敏感舆情 8020 条。

消费者的“槽点”主要集中在：首次下载使用

APP时，用户必须点击“我已阅读并同意用户

协议和隐私政策”后才能继续使用；用户协议

动辄上万字甚至数万字；用户协议中包含重

要条款，未明确标识，其中可能有霸王条款，

给消费者维权带来阻碍。

从“用户协议”的诠释角度来说，似乎协

议内容越是精细，越是详细，应该是越好的。

但是，从实际使用的角度来说 ，动不动就上

万字的“用户协议”恰恰会阻碍了消费者的知

情权。有多少消费者在

下载 APP 的时候，会将

上万字的“用户协议”一

起看完？因此，相当比

例的消费者会简单浏览

甚 至 是 直 接 就 点 击 了

“我己阅读并同意”。

其实，上万字的“用

户协议”更像是“不怀好

意”。而恰恰这些所谓的

“用户协议”却暗藏着杀

机，里面埋了很多雷，藏

了很多坑。当消费者不

加思考的点击了“我己阅

读并同意”的时候，自己

就已经跳进了坑里。

社会上类似这种 APP 三万字的“用户协

议”的事情还有不少。这种长篇大论的“用户

协议”都是精细设计的，想不“跳坑”都难。

当然，对于消费者而言需要多些谨慎的

心态，不能因为“用户协议”太长，就放弃了

阅读。但是，对于监督管理部门而言更需要

反思，究竟该如何约束长篇大论的“用户协

议”？要逼着商家撰写“简约版”“通俗版”，

简单来说就是“划重点”，而不是搞得像个悬

疑剧似的。

近日，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区法院审理

了一起案件，一名消费者在火锅店就餐时被

要求“扫码点餐”，消费者认为，该店获取的

诸如手机号、生日、姓名、通讯录等信息与餐

饮消费无关，商家侵犯了其个人信息。法院

审理后，判决火锅店停止侵权。针对此类

“扫码点餐”问题，上海中联(成都)律师事务

所律师郭小明认为，消费者可自主选择点餐

方式，商家获取消费者信息须取得明确同

意。（4月21日《华西都市报》）

“扫码点餐”问题之前很多媒体都关注

过，现在不仅没收敛，反而变本加厉了。餐

厅经营者不提供人工点餐服务，要求消费者

必须“扫码点餐”，涉嫌对消费者个人信息的

过度收集。而且如果保管不善，消费者个人

信息还有被泄露的风险。此外，这种做法也

侵害了消费者自主选择服务方式的权利。

事实上，备受关注的个人信息保护法，确

立了个人信息处理应遵循的原则，强调处理个

人信息应当采用合法、正当的方式，具有明确、

合理的目的，限于实现处理目的的最小范围，

公开处理规则，保证信息准确，采取安全保护

措施等，并将上述原则贯穿于个人信息处理的

全过程、各环节。同时，还确立了以“告知-同

意”为核心的个人信息处理一系列规则，要求

处理个人信息应当在事先充分告知的前提下

取得个人同意，并且个人有权撤回同意；重要

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重新取得个人同意；不得

以个人不同意为由拒绝提供产品或者服务。

一些餐饮企业强制“扫码点餐”，显然违

反了上述规定，侵犯了消费者利益。同时，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规定，经营者不得

以格式合同、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方式作

出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合同的

解释权也不能完全由一方当事人所享有。

对照这些规定，火锅店等餐饮服务行业强制

“扫码点餐”，同开瓶费、最低消费等格式条

款如出一辙，均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选

择权、公平交易权和隐私权。

可见，火锅店“扫码点餐”，实为反向侵权

“霸王餐”。换言之，餐饮企业强制“扫码点

餐”，是一种霸王条款，必须予以抵制和查处。

最好的友情
各自随意，彼此在意

每个人的一生，都会认识很多朋

友。有的人走着走着就散了，有的人相

处越久感情越深。成年人最深的友谊，

从来不是相互捆绑、形影不离，而是各

自随意，彼此在意。最好的朋友，彼此

忙碌，相互牵挂。最好的朋友，不在身

边，却在心间。 @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