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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培养孩子的财商正确培养孩子的财商

1月10日凌晨，有网友爆出支付宝
登录出现重大安全漏洞，熟人之间可以
相互登录对方的支付宝账号。随后，支
付宝官方对此做出了回应，网友反映的
这一方式仅在特定的情况下才会实现，
并表示验证方式已升级。

不可否认，移动支付如今已经渗透
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据
数据显示，移动支付的风险也随之增
加。因此，如何在抓住机会的同时，降低
用户的使用风险，通过加强监管和行业
自律解决移动支付的安全问题，将成为
行业发展的关键。

机会：移动支付渐成消费支付“主角”
移动支付的安全性问题之所以能够

引爆朋友圈，究其原因，与移动支付已经
占领大众消费生活密不可分。“出门可以
不带钱包，但是不能不带手机”，这显然
已经成为了现在人们生活的真实写照。

根据 Analysys 易观发布的《中国
第三方支付移动支付市场季度监测报告
2016年第三季度》数据显示，2016年第
三季度，中国第三方支付移动支付市场
交易规模达90419亿元人民币，环比增
长20.5%。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移动
支付市场。

2016年 8月 8日，微信支付推出全
球移动支付节日——“无现金日”。根据
微信支付官方披露的数据显示，8月8日
当天全国有超过1亿人次、近70万家门
店参与活动，覆盖衣食住行的方方面
面。除此之外，2016年12月12日，支付
宝推出“双12”支付活动。据支付宝口
碑披露的数据显示，“双12”三天，全球
累计总共有超1.1亿消费者参与了“双
12”，国际上有62万人次在境外刷支付
宝消费，同比去年增长700%。

尽管移动支付使得交易的效率和便
捷性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但是近年来移
动支付安全事件屡屡发生，引起了人们
对自身资金和信息安全的担忧与恐慌。

风险：移动支付安全事件频发引担忧
这次支付宝修改密码漏洞只是移动

支付安全风险问题的一个缩影。据中国
银联近日发布的2016移动支付安全调
查报告显示，2016年电信诈骗案件持续
高发，消费者的受损比例也持续走高，移
动支付风险较2015年有所上升。尤其
值得注意的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群
体遭遇过电信诈骗比例最高，达到五成，
较平均水平高出11个百分点。

报告还显示，遭受电信网络欺诈的
被调查者中，超过八成遭遇过盗用社交
账号诈骗。除此之外，短信木马链接、骗
取验证码等都有可能成为引发移动支付
风险的“罪魁祸首”。

在中国金融认证中心副总经理曹小
青看来，安全问题将成为制约移动应用
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而由此引发的个
人信息泄露问题，让很多消费者的安全
感降到了“底线”以下。

监管：法律监管和行业自律保安全
《中国互联网金融发展报告》曾指出，

面对日益严峻的互联网金融风险问题，迫
切需要解决的是互联网金融信息安全保
障、风险防范以及相应的监管问题。

有关移动支付消费者的权益保护方
面，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秘书长、中
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成员胡钢认为，“现
在很多第三方支付机构会公开表示和相
关的保险公司提供相关的责任保险，但
这些机构没有公布详细的保险合同条
款，消费者对此也并不知情。因此，消费
者如果因为某种失误受到损害，很多时
候无法获得及时有效地补偿。”

法律专家还表示，尽管央行及相关
监管层也出台了《非银行支付机构自律
管理评价办法》等规范，但在实际实施过
程中，支付机构落实的并不到位。

1月11日，在第八届中国移动支付
年会上，相关主管部门、各移动支付企业
等50多家单位共同发布《保障移动支付
安全产业自律宣言》，这意味着移动支付
行业自律从此有规可守、有序可循。

移动支付正在以轰轰烈烈的姿态参
与着我们的生活，面对移动支付的大势，
对于消费者、移动支付企业以及相关监
管部门来说，在机会、风险和监管面前，
寻得保护信息安全和合理利用大数据之
间的平衡点和结合点，将是保证今后移
动支付健康发展的必行之路。

（据人民网）

渗透各个方面 漏洞多风险大

移动支付何去何从？

生活危机现场

应该从几岁开始教孩子理财？
孩子做家务该不该给报酬？要不要
给孩子零花钱？不知道生活中的这
些琐事，是否曾给你带来过困惑。
如果有过，那就对了，这说明你十分
在意孩子的财商教育。

可是，你做对了吗？和所有家
庭教育一样，财商教育也是潜移默
化的。生活中的某些细枝末节，处
理得好，就会给孩子传递正确的财
富观念；处理得不好，就可能会让孩
子在成年后产生困惑……要找到正
确的财商教育方法，既要讲究科学，
又要结合一定的实际经验。

财富观是财商核心
说起儿童财商教育，许多人首

先想到的应该是类似“教小朋友记
账”、“让孩子学会不乱花钱”等具体
操作层面的训导，因为这是许多成
年人想当然的观念。不过，在专家
看来，财商教育的首要任务应当是
先让儿童树立正确的财富观。

可什么又是正确的财富观呢？
或许我们可先给出一个这样的建议：
如要让孩子从小形成正确的财富观，
为人父母的不妨先对自身的财富观
作个审视，因为任何课堂上的教条格
言都远不如父母的言传身教。

从体验出发学理财

在明确了财富观的重要性以
后，要提升儿童的财商，还不能用过
于教条的方法，而是要让孩子从自
身的经验、感受出发，进一步懂得财
富和理财的重要性。举例而言，在
消费上，应先教孩子如何用钱，再教
孩子如何赚钱。

这个观点意味着，一味地让孩
子学会节俭、省钱，并不是明智的财
商教育方法，时常灌输给孩子“花钱
是罪恶的”的观念，更是错误的。与
其这样，不如给孩子足够的探索空
间，让其自己通过“练习”，体会出何
为好的消费习惯。

父母要善于引导
教育，不是让孩子活在大人设

定的“正确”与“错误”的阴影中，而
是让其发展出一个独立而完整的自
我。这样的理念，也同样可以延伸
到财商教育中来。

如果孩子看到玩具车就要求父
母购买，而一旦得到之后则弃之不
顾，这并不是真正的“着迷”。而真
正的着迷，是对某一样事物有持续
不断的深入探索之欲望。

对于儿童本能的好奇心，家长
要配合它的发展，引导孩子深入地
去发现事物的美妙之处，而不能幻
想总是用满足或拒绝的方式，简化

地解决孩子购物需求引发的冲突。
财商是全面的教育
财商教育不仅是财富能力的教

育，而是一种全面的人格教育。虽
说经济只是人生的一个维度，但财
富问题所牵涉的却是人生的方方面
面。看似简单的金钱相关问题，在
深层次上，其实无不涉及到儿童个
性、追求、目标的培养，以及品格和
责任的养成。

对于有人提出的“孩子做家务
是否应该给报酬”的问题，儿童教育
专家给出的答案是这样的：基础家
务也是孩子应该承担的家庭责任之
一，因此家长不该对此支付报酬。
更推荐的做法是，将家务变为一种

“亲子游戏”，而不是买卖交易。不
过，对于一些“较难”的家务，不妨适
当给予金钱鼓励，激励孩子去完成。

不同年龄段的财商教育
财商教育的理念和方法很重

要，但也要按照客观规律循序渐进
地进行。认知与发展心理学的相关
经验表明，儿童在不同年龄阶段对
财富的认知遵循一定的规律。这意
味着，不同年龄儿童财商教育的侧
重点也不同，既不可揠苗助长，也不
要错失最佳时机。

通常在 3岁时，儿童会形成对

金钱的基本概念，这阶段的孩子可
能经常会想翻大人的钱包，因此家
长不妨摊开钱包让孩子看，教他学
会辨认钱币。

在 4岁时，儿童通常可以学会
用钱买简单商品，这时，家长可以定
时、定量地给孩子零花钱，让其学会
有规划性地花钱，有条件地对商品
进行选择（与放弃）。否则，孩子只
会有“爸妈，我想要XX”的概念，而
不知道钱到底该怎么花。

以下是不同年龄阶段财商教育
的要点总结：

3 岁：辨认钱币，认识币值；4
岁：学会用钱购买简单的商品；5岁：
明白劳动才能得到报酬；6岁：能数
较大数目的钱，学习攒钱；7岁：观看
价格标签，并与手中的钱做比较；8
岁：懂得在银行开户存钱，并能想办
法自己挣零花钱；9岁：可以制订自
己的用钱计划，并能和商家讨价还
价；10岁：懂得节约零钱，在必要时
可购买较贵商品；11岁：学习评价商
业广告，发现价廉物美的商品，并有
打折、优惠的概念；12岁：懂得珍惜
钱，有节约观念；12岁以后：完全可
参与成人社会的商业活动和理财、
交易等活动。

（理财周刊）

23.4%的“00 后”存款在 5000
元以上；

00后”比“90后”手头更有钱，
消费水平远超“90后”；

超过两成（23.0%）的“00后”少
年儿童觉得校园不够安全；

“00后”少年儿童在学校学习
中的主体地位不断得到重视和体
现，体现出老师的职业素养不断提
高，但师生关系的亲密度明显下降。

由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中国
青少年研究会、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和共青团四川省委共同主办的“第
十二届中国青少年发展论坛”上，中
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中国少年儿童
发展状况研究”课题组发表了最新
的研究成果。

10年间增长最快的是手机拥
有率

在物质生活更加丰富的今天，
“00”后的“个人财富”呈现飞跃性增
长，对随身携带的零花钱调查显示，

“90 后 ”没 有 零 花 钱 的 比 例 为
34.1%，“00后”下降为 28.1%。“00
后”比“90后”不仅“有钱人”多，而
且能支配的零花钱数额更大，约六
成（59.7%）“00后”压岁钱 在1000
元以上，而“90后”仅为12.5%。“90
后”半数以上没有存款（52.6%），而

“00 后”仅三成（30.3%），23.4%的
“00后”存款在5000元以上。

个人财富的增加自然带来消费
水平的提高，在零花钱支出方面，每
周消费10元以上各档的比例，“00
后”均高于“90后”，尤其是每周花费
百元以上的比例，“00后”为11.2%，

“90后”为1.8%，提高9.4个百分点。
在数码产品使用上，25.9%的

“90后”“没有”各类电子产品，“00
后”为 11.3%。10年间增长最快的
是手机拥有率，“90后”为 8.0%，“00
后”为 64.6%，增长了 56.6 个百分
点。另一个增长比较快的是个人电
脑拥有率，“90后”为9.7%，“00后”
为29.1%，增长了19.4个百分点。

“理财教育对少年儿童一生的
成长、幸福都有重要意义。”课题组
专家认为，面对不断继续增加的物
质财富，有必要加强对少年儿童的
理财教育。家长和老师应把财商教
育作为生活教育的重要部分，给孩
子更多的消费自由权，多为孩子提
供学习消费、理财的机会，同时，还
要注意培养少年儿童的网络安全意
识，结合互联网时代的特点对少年
儿童进行理财教育。

调查还透露出一个现象：和“90
后”对比，因为更热衷于“存钱”，“00
后”的消费在绝大多数方面均呈现
下降趋势，但下降最大的却是“捐
助”一项，下降了21.7个百分点。可
见，“00后”对社会的责任感和爱心
程度有明显下降。

超过两成“00后”缺乏校园安
全感

安全感是人类的基本需求，少
年儿童的校园安全感在很大程度上
影响着他们的学习和健康成长。课
题组对此特别进行了调查，发现超
过两成 （23.0%）“00后”少年儿童
觉得校园不够安全。课题组认为，
少年儿童校园安全感缺失既有个体
因素带来的情感体验，也有对客观
存在威胁的主观反映。

从个体因素来说，年级、家庭经济
水平和抚养状况对少年儿童的校园安

全感影响较大，29.8%的初中生、
35.8%的家庭经济困难的少年儿童有
校园不安全感，交叉分析还发现，
31.1%的母亲长期外出务工的少年儿
童，31.9%的父母有去世的少年儿童校
园 安 全 感 差 ，均 高 于 平 均 水 平
（23.0%）。

从客观原因来看，校园恶性事
件、校园暴力和校园意外伤害时有
发生，校园周边环境混乱，直接对少
年儿童造成了人身威胁，带来不安
全感。此外，各种校园暴力事件的
报道、网络视频的传播也加剧了中
小学生校园的不安全感。

课题组认为，这些暴力伤害事
件暴露了中小学校园安全意识淡
薄、安全制度不健全、安全教育不到
位、应急能力不足、防范机制不健全
等问题，建议以安全教育为突破点，
不断增强少年儿童的自我保护意识
和能力，同时加强家校配合，重点关
注亲情缺失、家庭经济困难的少年
儿童，开展有针对性的疏导工作，缓
解他们心理上的不安全感。

超半数“00后”不会与老师有
深度沟通

调查显示，“00后”少年儿童在
学校学习中，师生关系的亲密度明
显下降。相比“90后”，“00后”感受
到来自老师的亲密感、认同感和工
具性支持都明显减少。例如，“90
后”在遇到困难时，有24.5%最愿意
向老师求助，而“00后”只有12.9%，
降低了11.6%。

因为感受到老师的情感支持比
较少，“00后”主动与老师进行情感
沟通的意愿也不强烈。不到一半
（45.1%）的“00后”表示会把自己的

心里话告诉老师，即多半“00后”不
会与老师进行有深度的交往和沟通。

“师生关系亲密度的下降让人
忧虑。”课题组的专家认为，教育是
生命对生命的影响，学校应加强老
师职前职后的情感培育，倡导老师
以“学会关心”的 教育理念来主导
自己的教育，在教育实践中关心学
生，使学生真正学会关心，在师生民
主平等的基础上共同构建关心型的
亲密师生关系。

与此同时，“00后”的择友标准也
与父母对他们期望的择友标准有差
异。“00后”的择友标准第一是品行好
（58.7%），第二是讲义气、重视朋友
（54.6%），第三是和自己有相同的兴趣
33.2%、第四是学习好（29.0%）。而父
母期望的择友标准第一是品行好
（65.5%）、第二是学习好（60.2%），第
三是讲义气、重视朋友（33.3%），第四
是和自己有相同的兴趣（13.9%）。

可以看出，择友标准选择比例最
高的前四项双方相同，但排序和比例
不同，父母更注重子女交友对象的成
绩，“00后”则不太关注这点，转而更
看重朋友之间的情感和相似性。

课题组建议，对于子女的交友
诉求，父母应该给予更多支持，因为
这是孩子走向个体独立和人格健全
的必要步骤，尤其是对于步入青春
期的少年儿童，父母要避免粗暴干
涉孩子的同伴交往、否定孩子的择
友标准和交往对象，在尊重孩子自
主交往权利的同时，与孩子多交流，
并与老师多沟通，全面掌握孩子的
交友状况，解决他们交友中的困惑，
并对可能出现的问题给予及时的引
导。 （吴浩）

“00后”的困惑

谈资 理财

家庭顾问

随着家中电器的逐渐增多，潜
在的辐射危害也日益受到大家的
关注——究竟哪些常用家电的辐
射最大？该如何安全地使用？诸
如此类的问题困扰着大多数家
庭。一般来说，每种家电都有国标
规定的固定工作频率（产品说明书
中会标明），并可分为超低频、中频
和微波频段。在相同的工作强度
下，家电工作频率越高，对人体的
辐射作用也就越明显。

1.超低频家电（额定50赫兹）
对应产品：电动剃须刀、吸尘器、

洗衣机、电熨斗、咖啡机、加湿器、电
吹风、空调、电饭煲、电磁炉、搅拌器、
电热毯、日光灯、电冰箱等。

一般情况下，这些电器不会对人
体造成太大威胁，但如果不注意控制
使用的频率、每次使用的时间以及使
用方法，依然会引发一系列的健康问
题。其中，电动剃须刀、电吹风这些
与人体接触较为紧密且经常使用的
小家电，每次使用的时间越短越好，
开启和关闭电源时也应尽量远离身
体；实验表明，与吸尘器保持70 厘米
以上、加湿器为1米以上的距离，辐
射量最小；而电热毯贴身用时间长
了，会引起身体疲乏无力、四肢酸痛
等症状，使用时最好在预热后便及时
将电源断开。

2.中频家电（3兆赫以下，1兆
赫=100万赫兹）

对应产品：电视机、电脑。
电视机的工频在几百到几千

赫兹不等，而电脑则相对较高，尤
其是台式电脑。

在日常使用中，只要与这些电
器保持至少半米的距离，其辐射强
度在一定的标准范围内，就不会有
太大问题。台式电脑主机的后、侧
面辐射较大，最好不 要敞开机箱
使用；笔记本电脑辐射则集中在键
盘上方；平板电视（含液晶和等离
子电视）虽然比传统CRT电视的辐
射小很多，但仍存在一定隐患，建
议观看时的距 离至少超过1米。

3.微波频段（30至30000兆赫）
对应产品：手机、微波炉。
微波炉的工作频率在 915 至

2450兆赫之间，而手机的工作频率
更是达到1800至2000兆赫。

手机在使用时应尽量长话短
说，电话通后再接听，并建议多用
耳机；微波炉的微波辐射，会扰乱
中枢神经系统，造成头疼、头昏、记
忆力减退、失眠等情况，在使用时，
人体一定要距离其半米以外，眼睛
也不要直视。

降低辐射的小窍门
家用电器切勿扎堆摆放，更不

要同时使用；不用的电器，一定要
关上电源，因为待机的电器照样能
产生大量电磁辐射；长时间看电
脑、电视后，应及时洗 脸洗手；多
吃富含维生素A、C和蛋白质的食
物，如胡萝卜、白菜、豆腐、牛奶、鸡
蛋等，特别是海带，能增强对电磁
辐射的抵抗力；多喝茶水，茶叶中
的茶多酚等物质也有利于防辐
射。 （舒彤）

什么电器
辐射最严重？

孩子做家务该不该给报酬孩子做家务该不该给报酬？？
该不该给孩子零花钱该不该给孩子零花钱？？
几岁开始教孩子理财几岁开始教孩子理财？？

iPhone 7的发布虽然从整体
上并没有带给果粉们太多惊喜，但
无线耳机 AirPods 倒是让人眼前
一亮。就在 AirPods 发布不久之
后，《科技日报》就报道了美国公共
健康专家指出 AirPods 无线蓝牙
耳机存在辐射问题。

苹果工程师兼市场总监表示，
苹果AirPods耳机采用的蓝牙技术
严格遵守了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
（FCC）的指导准则，而且蓝牙传送
的电波比微波炉的辐射要小得多。

据报道，加州大学伯克利公共
健康分校教授乔尔·莫斯科维茨博
士称，使用蓝牙耳机相当于在大脑
旁边放置了一台微波发射器，如果
超时向耳朵传送电波的话，大脑的
血管障壁有可能会被削弱，一旦大
脑血管障壁的组织结构受到破坏
就有可能导致化学毒素进入人体，
进而危害健康。因此，他建议尽量
使用有线耳机或者用免提，避免长
时间使用无线耳机。 （据人民网）

无线耳机请慎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