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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杀熟”，“网购”变“网贷”
一则网络热搜近期引发

广泛关注：有网民在社交媒体
上表示，在某网络平台买票时

“被贷款”了，并产生了1000元
贷款逾期费用。支付业务、小
额贷款等日渐成为平台企业

“兵家必争之地”，消费者“网
购”变“网贷”时有发生，“大数
据杀熟”开始走向“金融杀
熟”。

互联网平台“金融杀熟”

这名网民在微博发文称，
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绑定贷
款服务，自己是黑钻用户，逾
期前未收到任何通知，以至于
可能会影响自己的征信。该
条微博引起诸多讨论，不少网
民反映有过类似遭遇。

根据该平台的会员系统，
黑钻是其顶级会员，需1年内
在平台消费8万元。这是典型
的“杀熟”。

消费者“网购”变“网贷”，
多个平台屡有发生。一名网
民吐槽在某电商平台购物时，

付款页面默认勾选了一个所
谓的白条付款方式。随后进
行的测试显示，在该平台购物
转到支付页面时，有的手机出
现了默认用白条支付的情况，
有的手机则没有出现。该平
台客服表示，如果使用白条发
生逾期，会对消费者征信产生
不良影响。

乱象的背后，是互联网企
业的“金融化冲动”。不少业
内人士直言，“互联网的尽头
是金融”。如在OTA(在线旅
游)领域，携程拥有小额贷款、
消费金融、保险经纪、第三方
支付等金融牌照，像同程旅游
的“程程白条”、驴妈妈的“小
驴白条”，以及途牛旅游的“首
付出发”等也屡见不鲜。京
东、美团等平台企业，还在加
大对金融领域的布局，支付、
小额贷款等成为平台企业“兵
家必争之地”。

新“搭售”套路

有别于此前行业常见的

“搭售”，“大数据杀熟”开始走
向“金融杀熟”。

互联网平台往往单方面
掌握产品设计权，“搭售”功能
的天平，很容易从满足消费者
需求倒向促进平台创收。随
着平台企业的“金融化”，以默
认贷款为代表的新“搭售”套
路开始浮现，甚至根据不同消
费者的消费数据和使用习惯
进行分发，产生“金融杀熟”。

在法律界人士看来，“金
融杀熟”对消费者权益的侵害
需引起关注。一方面，涉嫌损
害金融消费者的知情权，金融
消费者享有知悉所购买金融
产品或所接受金融服务真实
情况的权利，应当以通俗易懂
的语言，充分提示风险。另一
方面，对金融秩序或带来影
响。一些网民表示，在网购平
台“被贷款”对消费者征信记
录带来影响，给后续正常的金
融消费带来不便。在黑猫投
诉等平台上，部分网购平台因
涉及暴力催收被投诉。

让合规经营
成为互联网企业发展基石

近年来，有关部门在传统
银行、证券、保险等领域金融
消费者权益保护持续深化的
同时，小额贷款、消费金融、第
三方支付等细分领域的工作
也需做深做细，尤其是部分平
台企业获得金融牌照后，可能
利用技术优势形成地位不对
等、信息不对称，需及时关注、
加强规范。

合法合规经营，是互联网
企业稳定发展和持续成功的
关键。在黑猫投诉以上述平
台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可以发
现超万条相关投诉。要加强
对相关平台企业的规范和引
导，平台企业需压实责任，采
取弹窗等技术手段，以显著的
方式提醒消费者由此可能产
生的风险。而对消费者来说，
选择在线平台时应提高警惕，
要充分了解相关平台的运营
模式和服务条款。

据《半月谈》

铲除网暴滋生土壤 营造清朗网络空间

公安部公布惩治网暴典型案例
近年来，网络暴力违法犯罪频发，致使部分当事人“社会性死亡”甚至精神失常、自杀，严重扰乱网络秩序、破坏网络生

态，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公安机关网安部门对此高度重视，始终保持“零容忍”态度，立足自身职能，依法侦办查处一大批
在信息网络上肆意侮辱谩骂、造谣诽谤、侵犯隐私等网络暴力违法犯罪案件。11月28日，公安部公布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
法犯罪10起典型案例。

下一步，全国公安机关网安部门将持续深入推进“净网2023”专项行动，坚决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活动；同时，
加强部门协作，强化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最大力度铲除网暴滋生土壤，切实矫正“法不责众”的错误倾向，努力营造清朗网
络空间。

江苏公安机关侦破章某雇佣
“网络水军”网暴他人案

江苏公安机关网安部门
工作查明，章某在缓刑考验期
限内，为达到长期控制受害人
目的，通过安装定位和窃听设
备非法获取受害人隐私信息，
通过购买互联网账号、雇佣

“水军”团伙传播炒作受害人
“不雅”视频、图片和侮辱性文
章，利用他人名义向受害人单
位邮寄虚假内容举报信，致使
受害人患创伤后应激障碍。
2023年1月，章某被公安机关
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目
前，章某因犯侵犯公民个人信
息罪、寻衅滋事罪和故意伤害
罪，一审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
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
万元。
四川公安机关侦破陈某某犯
罪团伙侮辱他人案

四川公安机关网安部门
工作查明，犯罪嫌疑人陈某
某、马某某、陆某某、曾某等人
利用黑客手段获取大量公民
个人信息，在网上接受他人雇
佣后，采取曝光隐私信息、电
话短信“轰炸”、冒名填写器官
捐赠信息、发送虚假内容举报
信、线下邮寄花圈纸钱、制作
发布丑化图片等手段对受害
人实施网络暴力，逼迫受害人
拍摄道歉视频或书写道歉信，
造成多名未成年受害人不同
程度患上抑郁，甚至产生自杀
倾向。目前，陈某某、马某某、

陆某某、曾某等人已被公安机
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
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浙江公安机关侦破张某等人
诽谤案

浙江公安机关网安部门
工作查明，犯罪嫌疑人张某、
李某某为达个人目的，在网上
编造传播“某某中学女教师被
校领导猥亵”“某某中学校领
导生活作风不检点、男女关系
混乱”等谣言，引发大量网民
传播炒作，严重危害社会秩
序。目前，张某、李某某已被
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
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
办中。
江苏公安机关侦破季某某通
过网暴手段吸粉引流案

江苏公安机关网安部门
工作查明，犯罪嫌疑人季某某
（网络主播）为吸粉引流、非法
牟利，长期恶意辱骂多名其他
主播，并多次编造“某主播与
其他女性存在不正当男女关
系”等诽谤信息，导致相关人
员多次发生线下冲突，严重危
害社会秩序。目前，季某某已
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
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
办中。
广西公安机关侦破王某某犯
罪团伙寻衅滋事案

广西公安机关网安部门
工作查明，王某某、林某某、唐
某、宣某某、黄某某、蒙某等人
因不满法院判决结果，在网上

多次发布恶意编辑制作的视
频帖文，通过电话“轰炸”辱骂
多名法官，引发网民炒作攻
击，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目
前，王某某等人已被公安机关
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
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江西公安机关侦破胡某甲寻
衅滋事案

江西公安机关网安部门
工作查明，犯罪嫌疑人胡某甲
因与受害人胡某乙存在宿怨，
通过多家网络平台散布胡某
乙“村霸占路”“老婆偷人”等
诽谤信息，后胡某乙因精神压
力过大自杀身亡。目前，胡某
甲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
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
侦办中。
山东公安机关侦破宋某某犯
罪团伙非法利用信息网络案

山东公安机关网安部门
工作查明，犯罪嫌疑人宋某
某、姜某某等人在电商平台发
布广告，接单实施“有偿代
骂”，对多人以电话短信“轰
炸”等方式进行恶意辱骂攻
击，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目
前，宋某某、姜某某等6人已被
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
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
办中。
山西公安机关侦破郭某某寻
衅滋事案

山西公安机关网安部门
工作查明，犯罪嫌疑人郭某某
（网络主播）为博人眼球、获取

流量，在直播间持续辱骂、诽
谤、恐吓其他网络主播，引发
大量网民围观攻击，严重危害
社会秩序。目前，郭某某已被
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
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
办中。
广东公安机关查处雷某某侮
辱他人案

广东公安机关网安部门
工作查明，雷某某因与李某
某存在矛盾纠纷，为发泄私
愤，在某短视频平台发布多
条关于李某某的图文视频，
传播针对李某某的侮辱信
息，并在评论区散布李某某
姓名、电话等个人信息，引发
网民围观攻击，损害李某某
个人名誉。目前，公安机关
已依法对雷某某处以行政拘
留并处罚款。
湖南公安机关查处李某某侮
辱他人案

湖南公安机关网安部门
工作查明，自媒体博主谢某
通过网络平台发布其2岁女
儿生活照片和视频后，李某
某心生嫉妒，利用PS等技术
将谢某女儿照片与动物图像
进行恶意拼接，并通过多个
网络平台散布传播侮辱性图
片和言论，引发网民围观攻
击，损害受害人名誉。目前，
公安机关已依法对李某某处
以行政拘留。

据公安部网站

“两高”联合发布典型案例
打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8日电 最高人
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28日联合发布一
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典型案例，集中展示
司法机关依法打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保
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教育引导广大
消费者提升食品安全意识的成效。

这4件典型案例是：申某富等生产、销
售伪劣产品案；曾某维生产、销售有毒、有
害食品案；付某德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
品案；张某玉、张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
食品案。

据介绍，典型案例涉及牛肉制品、减
肥食品、米粉、腊肉4类食品，包括以假充
真、非法添加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等
典型犯罪手段。其中多名被告人被判处
重刑，并被处以高额罚金，体现了司法机
关坚持人民至上、依法严惩危害食品安全
犯罪的坚定决心。

数据显示，2013年至2022年，司法机
关办理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
罪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刑事案
件4.5万余件，追究刑事责任6.2万余人，此
外，还对大量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以生产、
销售伪劣产品罪等相关罪名定罪处罚，有
效打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

今年山东破获电信诈骗
及关联犯罪案件4万起
抓获电诈犯罪嫌疑人4.97万名

本报综合消息 11月27日下午，山东
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反
电信网络诈骗法》实施一年来，全省打击
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工作有关情况。

省公安厅一级巡视员、省打击治理电
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工作厅际联席会议
召集人槐国栋介绍，今年以来，共破获电
信网络诈骗及关联犯罪案件4.04万起，抓
获犯罪嫌疑人4.97万名，同比分别上升
34.4%和47.3%。各运营商优化升级监测
模型，及时关停涉诈引流号码，迅速实施
精准打击，累计产出本地引流线索2.3万
条，快速打掉本地窝点2133个，抓获嫌疑
人5229名，缴获设备1868台（套）。拓展
境外打击渠道，在公安部统一指挥下，抓
获带回缅北涉诈人员699名。

中国人民银行山东省分行副行长董
龙训介绍，按照省联席会议工作部署，人
民银行山东省分行组织全省各商业银行、
支付机构全力阻断诈骗资金转移。今年
以来，全省累计排查存量账户6.3亿户，倒
查涉案账户3.5万户；协助公安机关冻结
账户8.9万户，金额145.4亿元。

“我们利用全国领先的反诈大平台，
不间断识别和拦截诈骗电话和信息，目前
平均每天拦截诈骗电话2.2万次、短信5.1
万次、互联网址4.4万个。”省通信管理局
一级巡视员沈泳涛介绍，山东打造了强有
力的反诈对抗技术体系。依法推出更为
严格的手机卡管控举措。今年1至10月，
全省共关停电话号卡237.7万个，平均一
天封号近8000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