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短视频平台对诱导性内容缺乏必要提醒，以年轻人为主的短视频用户防骗意识不足

骗招频得手，短视频平台正成骗子搞鬼新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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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颜之宏、关桂峰

“诈骗分子太狡猾了，通过短视频发虚假信息
骗我加微信，然后以各种理由骗我的钱。”说起前
不久因为刷短视频而遭遇网络诈骗，厦门市民张
女士十分气愤。

今年下半年以来，借由短视频平台实施的网
络诈骗犯罪行为屡屡发生，全国多地公安机关已
多次发出警示通报。

诈骗受害者多为年轻人

“90 后”张女士说，今年 11 月 19 日下午，她
收到抖音推送的一条网络借贷推广信息广告，评
论区有人称“借钱找我，利息很低”。张女士近期正
在为父母办理保险，付完首付尚缺余款，于是私信
对方询问借款事宜。

对方邀请张女士添加微信细聊，其后，以“包
装收入以获得信贷额度”“办理借款需要短信验证
码”等为由，骗走了张女士 1890 元。

今年下半年以来，全国各地公安机关通报了一
批利用短视频平台实施网络诈骗违法犯罪的案例：

9 月，浙江警方发布消息称，不法分子在抖音
平台以提供网络借贷、测试借贷信用分等为由发

布视频实施诈骗，该平台还包含大量假冒支付宝
官方的“山寨账号”；

同一个月，江苏警方发布预警称，全省多地发
生借由短视频平台以“生日返利、有偿点赞、假冒
微商销售商品”等为由实施的诈骗案件；

11 月，厦门警方发布预警提示，厦门今年以
来已发生 38 起借助抖音平台，以“免费领取手机”
“免费领养宠物”等为由实施的网络诈骗案件，涉
案金额 25 . 5 万元，最年轻的受害人年仅 14 岁。

在警方通报的案例中，多数受害者为年轻人，
甚至还有不满 18 岁的未成年人。

平台内容审核机制仍有不足

诈骗分子为何在短视频平台屡屡得手？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在抖音上检索发现，有多个

用户使用与“蚂蚁金服”或“刺激战场”相同的标识作
为头像。用“蚂蚁金服”关键词搜索，结果出现“蚂蚁
金服”“蚂蚁金服技术部客服”等与蚂蚁金服公司标
识、名称完全一致的用户，存在极大迷惑性。

在多家短视频平台上，当记者输入“萌宠领
养”“苹果手机领取”等关键词后，有大量用户发布

“想要狗狗的宝宝们+VX ……”（编者注：“VX”为
“微信”谐音）“公益活动免费领养”“免费送苹果手
机”等信息，明示用户添加微信账号“私聊”。

记者尝试以“支付助手”为名称,修改抖音账
户信息，同时使用支付宝官方标识作为用户头像，
均无须任何审核就能完成。

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快手平台中。当记者使
用“支付小助手”修改用户名并以支付宝官方标识
作为头像时，相关账户信息同样无须审核即可通
过认证。

在微视平台上，类似问题也同样存在。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发现，多个短视频平台上，

观看诸如“萌宠免费领”“领取苹果手机”等诱导性
内容时，平台方缺少诸如“该视频包含诱导性信
息，请谨慎点击外链”等提醒内容。

11 月 8 日，抖音所属的字节跳动副总裁张辅
平在乌镇互联网大会上公开表示：截至 2018 年
10 月，抖音国内日活跃用户数已突破 2 亿，月活
跃用户数更是突破了 4 亿。

有业内专家呼吁，在用户数据增长的同时，短
视频平台有必要反思自身内容审核机制，切实保
障用户的合法权益。

平台增强监管责任

用户提高防骗意识

11 月底，新华每日电讯记者从字节跳动
方面了解到，该公司的国内内容审核团队规
模已超过 1 万人；11 月初，快手方面也表示，
目前快手的内容审核团队约有 4000 人。抖
音总裁张楠此前称，在抖音短视频平台上，一
条短视频内容在线上需要经过四次人工审核
和多次人工智能审核程序。

法律界人士认为，不法分子利用短视频
平台实施网络诈骗等侵害行为，平台负有审
核信息和保护用户的责任和义务。尤其是短
视频平台尝试通过社交电商和内容电商等方
式将“流量变现”，更应加强对网络诈骗的监管。

福建瀛坤律师事务所张翼腾律师认为，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
的有关规定，相关平台知道网络用户利用其网
络服务侵害他人民事权益，未采取必要措施
的，应承担连带责任。他建议，相关平台应在醒
目位置设立投诉举报标志，方便用户及时举
报投诉。发现可疑信息时，先冻结嫌疑账号并
隐去其所有分享信息，待查明后再做处理。

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建议，
有关部门可借鉴此前打击以微信、QQ 等即
时聊天工具为载体的网络诈骗治理经验，督
促短视频平台履行相应的监管义务。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执行院长傅蔚冈
认为，短视频平台应完善针对网络诈骗信息
处理的机制，并将信息及时反馈给监管部门。
傅蔚冈指出，短视频平台的用户中不少是在
校学生，缺乏防诈骗意识，容易成为不法分子
的牟利对象，建议相关部门加大监管力度。

字节跳动方面称，抖音平台目前已开通
官方举报与反馈渠道，用户如发现诈骗团伙
作案，可通过发送反馈邮件、拨打举报电话
等方式进行举报投诉。

公安部门提醒短视频平台用户，在观看
带有营销推广内容的短视频时要提高警惕，
不随意添加陌生人私信或简介中的微信和
QQ 号，不贸然填写自己的手机号等个人信
息；在遭遇对方钱财要求时应加强甄别，发现
疑似网络诈骗内容，要及时向短视频平台或
公安机关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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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鱼船摸黑“酷捕滥捞”，几秒钟让鱼虾蟹贝“断子绝孙”

本报记者苏晓洲、李琳海、周楠

10 月以来，长江中下游江河湖泊水位变化
明显。水位下降后，很多河湖变成了水湾港汊，鱼
群在走向凹凸不平的水下日趋集中。

近期，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在湖南、安徽等地调
研了解到，气候变化带来的江河水情、水势自然变
化，给了电鱼这个让“水族”面临“断子绝孙”之忧
的非法水产作业以可乘之机。

在长江中下游一些湖泊、水网地带，电鱼开始
重新抬头。受利益驱动，“神出鬼没”的不法分子和
执法部门、生态保护志愿者打起了“水上游击战”。

一些受访专家和干部认为，电鱼对自然水
域包括江豚等珍稀物种在内的水生生物具有极
大杀伤力，少数侥幸存活的也会丧失生殖功能，

对生态资源和水环境保护构成严重威胁。基层
建议，应从“线上、线下”全面发力，从完善立法、
强化监督、统筹协调、社会动员等方面入手，严厉
打击电鱼行为。

“电鱼”与“护鱼”缠斗

每天都在打“水上游击战”

11 月 27 日凌晨，正在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
庭湖非法捕捞的 7 艘电鱼船，被当地公安和渔政
管理部门抓获，并被没收非法渔获物约 1 .75 吨。

湖南省湘阴县公安局副局长徐建军介绍，
执法部门此次出击抓获的非法电鱼团伙，流窜
于岳阳市湘阴县与益阳市的交界水域。不法分
子不仅有电鱼船只和成套设备，还有转移渔获
物的卡车，组织严密、危害很大。

专家介绍，电鱼是一种“断子绝孙”的捕捞
方式。在高压电流到达范围，大小鱼一般几秒钟
内就都会被电死，部分大鱼即使能存活下来，其
性腺发育受到损害，繁殖能力也会基本丧失。此
外，高压电流还会导致涉及范围内的虾类、贝壳
类、藻类、浮游生物等水生生物大量死亡，水域
生态平衡遭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渔政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均明文规定，禁止使用电
鱼等破坏渔业资源的方法进行捕捞。

湖南省岳阳县渔政局局长陈君辉说，眼下这
种季节和水势，正是天然水域捕捞的好时节。但
是，有利益诱惑就有违法犯罪，电鱼等非法捕捞也
日渐猖獗，渔政执法、环保志愿者“护鱼”与不法分
子电鱼的缠斗，几乎每天尤其每个夜晚都在发生。

今年 10 月 23 日晚，留守在江豚移动观测

站巡湖的志愿者何大明、何东顺等人接到信息，
称岳阳县牛头洲水域有电鱼船在非法捕鱼。与此
同时，岳阳县渔政局城陵矶渔政站、长航公安也
相继接到群众举报。随后，各路执法船迅速起航，
全速赶往事发水域。

深夜，志愿者经过一番艰难搜索，终于发
现了两条电鱼船正在电鱼。渔政执法船迅速靠
上去，执法人员跳上电鱼船，缴获了电鱼网、
卷扬机、逆变器、大功率发电机等电鱼工具、
设备，还在船舱里发现很多被电死的鱼虾，其
中绝大部分是鱼虾蟹苗。

电鱼现象在安徽池州等地也频频发生。据安
徽省长江环保协会会长胡师斌介绍，今年 11 月
19 日下午，安庆协巡队在城东码头集合，向下游
开展巡护。船行至安徽省池州市牛头山钢铁厂一
期贵航码头附近水域时，发现有人使用背包式电
捕鱼工具非法捕捞。

20 日凌晨，巡护艇到达新洲乡洲头时，又
发现两条抬网式电捕鱼船正肆无忌惮地捕捞。
他们在现场发现了很多种被电死的鱼，大的重
达数十斤。协巡员立即进行拍照取证，并向长

航公安报案。

电商平台肆无忌惮销售电鱼设备

2017 年下半年以来，湖南在全省掀起了一
场围绕洞庭湖和湘江、沅江、资江、澧水的“生态保
卫大会战”。通过充实人员和经费、精细划分管理
责任、严格督促问责、保持查处高压态势等措施，
对包括电鱼在内的一切破坏生态行为给予打击。

陈君辉介绍，今年岳阳县渔政局在所负责
的长江城陵矶江段和洞庭湖水域，人赃并获查
出的较大电鱼非法捕捞案件超过 70 件，一批不
法分子受到行政拘留、刑事拘留和判刑等处罚，
电鱼装备被没收或销毁。

一些基层环境保护工作者说，和以前相比，
现在电捕鱼现象确实少了一些。但是，由于不法
分子神出鬼没，针对电鱼的执法存在取证难、监
管难等问题，加之受到违法成本低等因素影响，
现在电鱼这种犯罪行为依旧猖獗。

胡师斌说，使用电抬网捕鱼危害非常大。他
们近日收缴的抬网长达 80 米，每次捕鱼的数

量可达上万斤。使用电抬网的不法分子往往
会在长江公路桥、铁路桥及港口、码头等重点
水域活动，不仅让包括江豚等珍稀鱼类在内
的水生动物面临灭顶之灾，就连过往人员、船
舶的安全也受到威胁。

一位参与反电鱼的人士说：“现在很多电捕
鱼不法分子有一定势力，关系网也很广。有些人
甚至能从一些渠道提前获取信息，让反电鱼执
法行动扑空。”

还有基层渔政干部反映，目前网络销售非
法电捕鱼设备十分泛滥，助长了不法分子的嚣
张气焰。

根据相关人士指点，新华每日电讯记者打开
了一家电商网站，发现里面有详细的电鱼机操作
使用方法，该操作流程甚至细化到了在清水和浑
水中的具体操作方法和电鱼机的使用注意事项。

而在一些网站甚至是影响很大的电商平
台，还公开销售国产或进口锂电一体吸捕鱼机、
双用一体电鱼竿、新型大型捕鱼器等，有的网上
卖家还附带详细电捕鱼教程视频。

对此，有反电鱼执法者和志愿者直呼：在网
络平台明目张胆地纵容电鱼非法犯罪工具交
易，教唆非法捕捞“技术”，真是匪夷所思！

面对长江流域“酷捕滥捞”

“反电鱼”要形成高压态势

长江流域生物资源得天独厚。在古人笔下，
这个动植物基因“宝库”，曾有“沙鸥翔集，锦鳞
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的景象。

但相关研究却显示，长江水生动物生存现
状已然不容乐观。不仅“水中大熊猫”白鳍豚已
经功能性灭绝，就连曾是长江“三鲜”之一、一度
产量不小的长江野生鲥鱼，如今也已经难觅踪
迹。长江水系 405 种淡水鱼类，受威胁的有 95
种，其中极危 24 种、濒危 40 种、易危 31 种。

有研究指出，近半个多世纪以来，由于人
类生产活动加剧，虽然采取了大量保护措施，
但长江流域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没有发生根
本扭转。随着一些地方“生物完整性指数”沉
沦，部分物种，特别是水生哺乳动物、大型鱼类
等标志物种面临灭顶之灾。

有基层环保人士说，长江流域水生动物最
危险的“天敌”是人类。国人对食用野生水产品
依然趋之若鹜，受此刺激，长江流域“酷捕滥捞”

猖獗。其中非法捕捞如电鱼、炸鱼、滚钩、迷魂阵

等像层层鬼门关，水生生物像被过筛子一样，很
难有生路。此外，“酷捕滥捞”特别是电鱼，连“小
鱼毛虾”都不放过，很容易导致食物链范围缩小
或出现短板，旗舰性物种如长江江豚、中华鲟等
即使不被捕捞也会被活活饿死。

各界建议，针对流动性大、隐蔽性强、危害
酷烈的电鱼等非法捕捞行为，需要从如下方面
入手加大打击力度、形成高压态势：

改善执法装备，全面提升执法能力。陈君辉
说，今年他们在牛头洲水域执法时，有电鱼者发现
执法船赶来，立即驾船兵分两路逃窜。由于力量有
限，执法船和志愿者小艇只好堵一艘、放一艘。岳
阳县渔政局管理几十万亩天然水域，只有 5条执
法船，这些船只在速度、性能上与渔船相比并没有
明显优势；执法船上没有雷达、红外高倍望远镜，
完全靠执法人员经验、眼力、听力。

修改渔业法相关规定，提高违法成本。目前，
渔业法对待电鱼处罚力度过于软弱。法律规定，
单次执法如果没有查获足够数量非法渔获物
(500公斤)，即使在渔船上发现了全套电鱼设备，
也不能查扣和处罚。即使达到执法标准，大多数
案件也只能没收作案工具、行政拘留几天了事，
最终能判刑的寥寥无几。违法成本很低，导致一
些从事电鱼的不法分子对被“抓”满不在乎。

统一执法与监管标准，改变“网下严网上
松”的现状。目前针对电鱼的执法，各地和网上
网下监管力度不一。各层级行政区划“边界处”
水域，成为不法分子的“乐土”。一地严格执法，
但追踪电鱼船到水域边界，只能看着对方逃过
边界望水兴叹。有基层干部说，长江水系连通但
不同地方执法松紧程度不同，不仅会让不法分
子有空子钻，还会加剧执法管理严格地区群众
的不满。各界建议加强统筹协调，全国一盘棋，
统一实行严格监管与执法。此外，亟待改变“网
下严网上松”的现状，对网上生产、销售电鱼设
备的厂家、商家课以重罚，阻断网上非法电鱼设
备交易和教唆行为。

齐抓共管，调动民间参与热情。眼下，东洞
庭湖区有“江豚保护协会”“反电鱼联盟”等民间
志愿组织参与打击电鱼，很多志愿者自费或募
捐购置船艇、望远镜、救生衣等装备，在非法捕
捞高峰季节自发巡湖，发现电鱼行为立即向有
关部门举报。有基层环保人士建议，对民间志愿
者的参与热情应该给予鼓励，要通过工作协作、
技术支持、正向引导、信息沟通，推进政府和民
间在反电鱼领域互帮互助、互相补位，形成电鱼
变“过街老鼠”被“人人喊打”的齐抓共管局面。

新华社发 朱慧卿作

▲执法人员和志愿者在电鱼船船舱里发现的大量渔获物。何东顺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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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样繁多的互动形式、
快速增长的高黏性用户群、宽
松 的 真 实 性 内 容 审 核 机
制……在不法分子的眼中，短
视频平台所具有的这些“产品
优势”恰恰为他们实施犯罪行
为大开方便之门。尽管平台对
每条短视频的内容进行真实
性核查具有一定难度，但不代
表可以无视欺诈内容的泛滥。

平台做大了，就应该有
做大了的样子。大平台，意味
着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意味着要对更多用户负责。

一边频繁向公众展示平台的
用户数据增长量，一边却有意
无意地忽视大平台对用户应
尽的责任，这绝非良性增长。

互联网时代，流量变现
是摆在各大互联网平台面前
的一道必答题，而怎样将这
道题答好，不仅考验经营者
的商业头脑，更测量着互联
网公司的道德底线。

虽然，各地公安机关屡
次通报借由短视频平台实施
的网络诈骗案件，但现实却
是，短视频平台不仅没有拿
出为用户做好“把关人”的诚
意，个别平台上甚至出现了网
络诈骗的新花样，究竟这些平
台是管不了，还是不愿管？

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发展逐步成熟
的当下，平台方不能只顾着向用户精准推送营
销推广信息，也应考虑将先进技术用在为用户
甄别不法分子的操作上。比如给真实度存疑的
推广行为标注上风险提示；给未成年用户设置
浏览相关视频的技术屏障；积极配合警方在用
户浏览短视频过程中植入反诈骗提示等。

眼下 ，传统电信诈骗已经得到有效遏
制，而借助短视频平台出现的新型网络诈骗
却有抬头之势。任何平台都有义务加强甄别
并清除网络诈骗这颗社会毒瘤，这不仅仅是
为了保护平台上的用户，更是保护平台自身
的健康成长。（本报记者颜之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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