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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10日电 国
家航天局10日消息，2024年1月8
日、9日，探月工程四期嫦娥六号
任务探测器产品分别搭乘安-

124和运-20飞机，抵达海南美兰
国际机场，随后通过公路运输方
式运送至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
后续按计划进行发射前各项测试

准备工作。
嫦娥六号任务将突破月球逆

行轨道设计与控制、月背智能采
样和月背起飞上升等关键技术，

实施月球背面自动采样返回，同
时开展着陆区科学探测和国际
合作。

目前，发射场设施状态良好，

各项准备工作正按计划有序进
行，嫦娥六号计划于今年上半年
实施发射。

已运抵发射场

嫦娥六号探测器计划上半年发射

骚扰电话像“长了眼”“牛皮癣”咋就这么难治？
你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前脚刚下载某款炒股App，后脚就能接到各种荐股推销电话……现如今，

骚扰电话越来越智能，像“长了眼”一样，对你的需求“了如指掌”。
骚扰电话“命中率”越来越高，背后有些什么猫腻？骚扰电话为何像“牛皮癣”一样难以根治？记者

对此进行了调查。

骚扰电话对需求“了如指掌”

“我们这里有精选的几只
股票，推荐您了解下呢！”接到
这通电话后，厦门市民老杨很
生气，直接挂断电话，把来电号
码拉入“黑名单”。

让老杨想不通的是，现在
的骚扰电话都像“长了眼”一
样，对自己的需求“了如指掌”。
不久前，老杨下载了一款炒股
软件，刚开始使用，当天就接到
了荐股电话。老杨说，此后类
似骚扰电话层出不穷，一天至
少四五通，多的时候十来通。

无独有偶。这类骚扰电话

也让北京市民李先生不堪其
扰。“不接怕错过工作电话或快
递电话，接了后也屏蔽、举报
过，但没啥效果。”李先生说，这
些由机器人拨打的骚扰电话会
不停更换“马甲”来电，即使“拉
黑”也没用。

在黑猫投诉平台上，有400
余条有关“使用机器人向用户
拨打骚扰电话”的投诉。有的
用户反映“几乎每天都能接到
一个由机器人拨打的骚扰电
话”，有用户表示注册某款APP
后，“就开始接到机器人拨打的

骚扰电话。”
12321网络不良与垃圾信

息举报受理中心公布的《2023
年第三季度垃圾信息投诉情况
盘点》显示，在2023年三季度骚
扰电话投诉中，94.5%与商业营
销相关，排名前三位的分别为
贷款理财、欠款催收与房产
中介。

记者了解到，利用人工智
能开展电话营销正大行其道。
在网络上搜索“外呼电销”，显
示的搜索结果中大部分都是

“人工智能外呼服务”。

近年来，国家有关部门通
过多种手段治理骚扰电话取
得一定成效。2023年上半年，
共拦截垃圾信息超90亿次，拦
截涉诈电话14.2亿次和涉诈
短信15.1亿条。工信部还推
广“骚扰电话拒接”服务，强化
电信网络诈骗一体化技防手
段；印发《关于进一步提升移
动互联网应用服务能力的通
知》，加强App全流程、全链条
治理。

此外，三家电信运营商已
于2019年10月面向全国用户
推出“骚扰电话拒接”服务，用
户可免费开通此项防骚扰服
务。例如，中国移动用户可以
发 送 短 信“ K T F S R ”到
10086，或拨打10086转人工
服务开通。截至2023年6月，

“骚扰电话拒接”服务用户规
模超5.4亿，累计依据用户意
愿提供骚扰电话防护超460.3
亿次。

北京邮电大学教授曾剑
秋表示，骚扰电话根治存在难
度，其根本原因在于商业推销
需求长期存在。“骚扰电话成
本低、可变现，这种经济利益
驱使骚扰电话形成产业链，骚
扰新方式层出不穷，给治理带
来困难。”

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收
集个人信息，应当限于实现处
理目的的最小范围，不得过度
收集个人信息。处理个人信
息应当遵循公开、透明原则，
公开个人信息处理规则，明示
处理的目的、方式和范围。不
得以个人不同意为由拒绝提
供产品或者服务。违反该法
规定，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

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然而，因为个人信息泄露
方式多样化，监管机构难以实
现全面、及时、有效的监管。

赵精武建议，应加大对个
人信息泄露投诉渠道的宣传
推广力度，鼓励全社会增强个
人信息保护意识，同时督促应
用商店采取安全保障措施，对
上架APP是否存在非法收集
个人信息行为进行事前核验、
事中复查及事后屏蔽，做好问
题上报工作。

对外呼平台频频被用于
拨打骚扰电话的问题，曾剑秋
建议，应加强网络技术投入和
研发，实现信息贩卖、泄露可
追踪、可取证，设置消费者“一
键举报”等功能。

何延哲等专家还建议，相
关电信服务提供商应强化运
用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的监
管能力，用“魔法”打败“魔
法”，“人工智能提升了骚扰电
话的拨打效率，有关平台同样
应运用人工智能对此类行为
深度学习，及早发现并阻断利
用人工智能呼出骚扰电话的
违法违规行为。”

专家提示，就普通用户而
言，防范骚扰电话的方式主要
有三种：一是开启手机自带的

“防骚扰”功能或使用电信运
营商提供的“骚扰电话拒接”
服务；二是关注微信公众号

“12321受理中心”，点击“我
要投诉”填写相关信息；三是
遭遇骚扰电话“轰炸”时，保留
相关证据，拨打110向警方
报案。

据新华社北京1月10日电

如何治理骚扰电话“牛皮癣”

骚扰电话像“长了眼”

现在的骚扰电话缘何越发
精准？

在某二手交易平台上，记
者使用指定关键词检索时发
现，一些商家在简介中声称可
以提供“精准客户手机号”。

一名商家向记者展示了其
客户信息的采集渠道，包括两
家短视频平台和一家“达人种
草”类平台，每个客户的信息还
包括其具体需求描述。

“通过此类渠道获得的用
户信息有可能是用户‘授权’提
供的。”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
究院网安中心测评实验室副主
任何延哲举例说，在一个二手
车交易APP里，客户想要了解
某部车的底价，需填写手机号。
如此一来，平台、二手车商、第
三方销售人员可能都会获取该
联系方式，“仔细查看用户协
议，会发现平台会要求用户‘授

权’提供大量个人信息，甚至以
‘捆绑’方式向多方提供。”

记者发现，某“种草”类社
交APP的隐私政策提示，该
APP会将用户个人信息与“商
业合作伙伴”进行“必要的共
享”，这些“合作伙伴”包括但不
限于平台第三方商家、第三方
物流服务商、广告和统计分析
类合作伙伴等。隐私政策还提
示，当用户选择参加相关营销
活动时，在“经过用户同意”后，
会将用户姓名、性别、通信地
址、联系方式、银行账号信息等
与“关联方”或“第三方”共享。

“随着人工智能的使用，个
人信息攫取和电话拨打效率大
大提升了。”网络安全专家荣文
佳说。

“你在购物APP上的交易
行为，在短视频APP上的浏览
习惯，在社交APP上的发帖回

复，背后都有人工智能在打‘电
子标签’，也就是人们常说的

‘用户画像’。”荣文佳解释说，
这些“电子标签”会被脱敏并深
度加工，而后分享给各大APP
的合作机构，而合作机构又能
通过一些手段就这些“电子标
签”与相应用户重新关联，这就
是推送广告和推销电话都越来
越精准的原因。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
副教授赵精武说，治理难点在
于个人信息泄露的来源难以确
定，针对第三方营销公司业务
人员故意或过失泄露客户信息
的情况仍存监管难题。同时，
部分APP、网络平台等将个人
信息买卖做成黑灰产业链，销
售对象并不以特定行业为限，

“用户无法确定自己的信息是
从哪个平台泄露的，难以找到
证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