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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热议社会与法

! ! ! !本月初，国内多家网站联合推出辟谣平
台。面对纷繁复杂的网络社会，辟谣平台只
是抑制网络“负能量”的一种技术支持；网络
世界形成的各类社会关系是现实世界各类
社会关系的反映，要扶持网络“正能量”，加
快网络立法需求迫切。市人大代表尹邦奇在
书面意见中提出，网络立法规范电子商务和
打击网络犯罪，并行不悖。

规范电子商务
!"#!年，上海电子商务市场规模持续扩

大，整体增速显著，全年交易规模达到 $%#&

亿元，增长 '()*+。
同时，本市工商部门共查处网络商品交易

案件 #%$,件，移送司法机关 ,件，关闭违法网

站、网店 !&个，删除违法商品信息 ##--余条。
除查处违法经营行为之外，如何加强对

网络商品经营者的规范管理，从源头上减少
违法经营行为的发生？推动网络经营企业数
据采集，提高网络经营企业的网上亮照率，加
快网络经济户口的建立，确保消费者明白消
费、投诉有门，就是一种办法。截至上半年，全
市逾 ,). 万户企业设立了 $). 万个网站/网
页，有 &)&万个网站/网页实现网上亮照。

目前，我国已相继从不同层面出台规范
网络交易的制度设计，比如网络实名制、网
络交易监管信息化等等。但这些都尚处于初
步规划阶段，没有明确的路线图和时间表。
地方采取的一些措施也都是临时性的，并不
具备刚性法定。尹邦奇说，虽然与传统交易

方式一样，网络商品交易及有关服务行为大
都可以通过现有的法律法规作出调整和规
范，但电子商务必然有其不同于传统商务的
特殊性，要防治网络商业欺诈、保护消费者
权益、促进网络消费健康发展，立法步伐不
得不加快。

目前，国家工商总局正在对《网络商品交
易及有关服务行为管理暂行办法》进行修订，
这也将为地方规范电子商务提供执法依据。

打击网络犯罪
去年，本市公安部门共受理、协办各类

涉网违法犯罪案件 .!,%起，同比增长 '!!；
破案 !,.& 起，同比增长 (&-)$!；抓获各类
违法犯罪嫌疑人 &,,( 名，同比增长

(,*)$!，有力地打击、震慑了网上违法犯罪
活动。市通信管理局也在去年关闭了 .%$个
网站，并在今年 (—!月关闭了 ,&个网站。

目前，各种网络违法犯罪行为涉及到个
人信息保护、网络安全管理等多方面问题，
为此，国家出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维
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关
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互联网信息
服务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但这些法
律法规较为分散，并有许多空白点，尚缺少
一部统一规定网络活动监管和网络信息保
护的法律法规，这不利于预防、惩治网络犯
罪，净化网络环境。”尹邦奇说。

来自市经信委的信息显示，目前制定
《上海市信息化条例（草案）》已列为市人大
常委会今年立法计划项目，市经信委正在为
草案征求意见，拟于 *月提交市人大常委会
一审。上海地方立法将为加强网络活动监
管、保障网络信息安全尝试制度规范———其
中特别拟对信息安全管理责任制、等级保
护、安全测评、电子认证、应急管理、调查处
理、安全检查等管理制度强化规范，净化网
络环境。 本报记者 姚丽萍

辟谣平台只是“一小步”
网络立法需求“很迫切”

“新民法谭”微信公众账号“防骗360计”一周集锦———

天上掉“苹果”？原是山寨机 ！

图 !"#

! ! ! !“本公司回馈老客户，您被抽中了，只需
充值 (&--元电话卡就可获得一部最新款的
012345手机。”近日，市民李先生接到这样一
个电话，他的第一反应是：“骗子！哪有那么好
的事？”但对方的另一句话打消了他的顾虑：
“我们是货到付款，先送货上门，待确认后您
再付钱。”

很快，李先生收到了快递员送来的“奖品”
———“012345&”和据称“充值 #&--元”的“电话
卡”。“赚了！”李先生赶忙把钱交给快递员。

等到快递员离去，李先生拿着“奖品”把
玩起来，很快发现其做工和界面都不对劲，找
到熟悉苹果手机的同事一问，发现竟是山寨
机。李先生意识到被骗，马上拨打获奖电话，
发现号码已经拨不通，于是立即向警方报案。
浦东警方经过侦查，成功捣毁这个以充

话费送手机为名实施电信诈骗的犯罪团伙，
抓获犯罪嫌疑人 %人，破获系列电信诈骗案
件 ,!起，查证涉案金额近 #-万元。

! 小编提醒 陌生来电不要接! 莫名中

奖不可信!收到此类信息!可通过拨打 !!"或

将对方号码编辑短信发送警方短信报警平台

!#!!" 举报!如果被骗!尽快报警"

! ! ! ! $月 '日上午，浦东农业银行华夏二路支
行，一名姓周的中年妇女急匆匆走进银行，要求
办理手续把 #.-万元转入另一个账户。

正在营业大厅里巡察的行长庄凤萍发现周
女士满头大汗、神情慌乱，感觉这笔转账业务可
能有异常，于是上前仔细询问汇款缘由。原来，周
女士在家中接到一名自称“纪姓检察长”的来电，
称其涉嫌偷电、洗钱等违法犯罪活动，之后又称
周女士个人信息被犯罪分子盗用，必须将家中所
有存款转入“由检察院提供的安全账户”中。
庄行长认为这很可能是一起诈骗案，连忙

报警。派出所民警赶到后了解到事情来龙去脉，

一再向周女士确认这是一起电信诈骗案件。
! 小编提醒 防范电信诈骗! 要注意看#

听#问#核$

看号码前面是否有前缀! 号码前有$号#

""#"等都是比较可疑的%

仔细听对方的口音! 如果对方说自己是上

海警方的!却是福建#广东口音!那就很可疑%

当事人可以问对方工作单位#部门#职务#

办公地点等! 因为骗子基本上都是按照固定剧

本来诈骗!多问可以让骗子露出马脚%

当事人还要多核实! 可以打 !!"报警或者

进行咨询"

最重要的一点是! 政法机关从未设立所谓

的&安全账户'!如果来电要求转移存款到&安全

账户'!那就是诈骗"

天上掉!苹果"#

!防骗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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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潘高峰 孙云

! ! ! !今年 ,月中旬，%-岁的市民林阿婆接
到一个陌生来电：“你的医保卡在济南购
买了国家禁售的药品，已构成犯罪将要被
判刑。”一听要被“判刑”，林阿婆立马慌
了，连忙表示自己从未去过济南。对方告
诉林阿婆，很可能是犯罪分子盗用了她的
医保信息，警方可以调查，但在调查期间
林阿婆必须先向警方的账户存入一笔保
证金，以防其畏罪潜逃。“根据你的账户违
禁购买的数量，你要存入 .$万元。”胆小
的林阿婆向对方千恩万谢，随后编了很多
理由向亲戚、朋友和邻居借钱，短短 ' 小
时就凑齐了 .$万元。

当林阿婆怀揣 .$万元准备到银行汇
款时，在小区内“防范电信诈骗”宣传海报
上看到了“关键词”：医保配药、社保补贴、
安全账户……不由对自己接到的电话产生
了疑问。但想到自己犯了案要被判刑，她还
是感到六神无主。
幸好此时她碰到了社区民警金警官，感

觉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一般。听林阿婆讲完事
情原委，金警官一口断定：“老太太，您这是
接到诈骗电话啦。”金警官又向她介绍了电
信诈骗的几种常见手法。林阿婆听后，终于
放下心来，金警官悬着的心也放下了。考虑
到老人家揣着几十万元钱款不安全，他又陪
着林阿婆挨家挨户把借来的钱还回去。

! 小编提醒 电信诈骗 &关键词'很

多!而且不断更新!但归根结底是要骗钱"

所以无论是要您在网上# 去银行还是找

'()转账!都是骗局"

检察长来电#

!防骗 $%&计""

医保账户资金异常#

!防骗 $%&计#"

! ! ! !上周，市民王先生接到一个来自“社保局”
的电话。“您好，您是社保补贴第三批人员，你的
补贴金是 .!%- 元，速与社保局联系，电话：
#.!,!&#&-,.”。
王先生立刻打电话联系对方，被告知确有

其事，还报出所谓的财政编号 %#&。信以为真的
王先生根据对方要求，拿着信用卡来到银行进
行所谓的领取补贴操作。“社保局工作人员”表
示，首先要“激活”账户，即先向“社保局专用账
户”汇入 &$--元。操作结束后，对方提出需要再

汇入一笔保证金。此时王先生感到不对劲，连声
质问。谁知“社保局工作人员”就此挂断电话，再
也联系不上。王先生意识到上当了。
除了这种以激活为名要求汇款的诈骗手法

外，另一种“领社保”的典型诈骗手法是暗渡陈
仓———以领补贴为名，在电话中遥控指挥被骗
人在 678机上操作。骗子往往要求受害人切换
到英文模式，所有步骤都是在汇款，骗子却冠以
输入确认码、安全认证等颇具迷惑性的字眼。

! 小编提醒 无论是短信还是语音电话!

这种领取&社保补贴'的通知纯属虚构!都是骗

局! 在 '()机上操作更是要慎之又慎! 不知

道#不了解的操作千万不要尝试"

领取!社保补贴"#

!防骗 $%&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