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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管局”发来短信称，车辆
的ETC即将失效，需要登录网站
更新信息，这个网站看起来还像
模像样，让你输入银行卡号、密
码，此时车主可要留神了。

近日，重庆万州警方“反诈
预警平台”接连收到关于ETC诈
骗的预警信息，一些群众也先后
前来咨询，称收到来自“中国
ETC”“交管局”等机构关于ETC
的业务提醒短信，短信内含有不
明网页链接，疑似诈骗短信。随
后，警方展开侦查工作。

“逼真”短信隐藏
ETC诈骗

万州罗田一车主黄某的手
机收到一条“交管局”发来的短
信，称他的ETC账户将于第二天
到期失效，须立即更新相关信
息，否则将影响行程。因黄某平
时经常使用ETC，担心失效后会
影响出行，故对此信息并未怀
疑，遂点开短信内附带的链接，
进入一个名为“中国ETC在线认
证中心”的网站。

由于网站界面“非常正规”，
黄某放松警惕，照着页面要求输
入车牌号，点击进入验证，随后
系统显示“您当前的 ETC 卡异
常，请您绑定银行卡或信用卡重
新签约快速通行”，接着，黄某又
按要求一步步操作，先后输入自
己ETC绑定扣费的银行账号、交
易密码、手机号后提交。

很快，黄某收到对方发来的

一条验证码，根据网页提示，将
验证码输入后即可等待解禁。

“所幸当时脑海中突然闪过
一个念头，这些操作和平时警方
宣传的电信诈骗很相似，会不会
有猫腻？”谨慎起见，黄某立即前
往辖区罗田派出所咨询警方，被
告知这是一种新的诈骗手段。

警方揭秘 ETC
诈骗伎俩

根据警方调查发现，除了假
冒“ETC中心”，骗子还会以“高
速管理中心”“车管中心”等名
义，向广大车主“钓鱼式”发短信
获取车主信任，短信内容五花八
门，诸如“ETC过期认证、系统升
级、失效激活、卡被停用、卡被冻
结”，目的就是诱骗受害人点击
短信中的“钓鱼链接”。目前，包
括四川、重庆、上海、安徽等全国
多地均有车主中招受骗。

民警介绍，这些页面虽包含
多个板块，但无论车主点击哪
个，进入到的二级页面都须填写
各类重要真实资料。当骗子拿到
受害人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
支付密码”这三个真实信息时，
骗子就已得到受害人的取款信
息。

“但这些诈骗伎俩，最关键
的就是受害人点击链接‘付款
验证码’并完成验证。”民警称，
前面提及的所有信息，骗子都
是用来绑定第三方支付的，只
有拿到受害人ETC账户关联银
行卡的验证码，才能真正把钱
转出。

为此警方提醒，ETC账户根
本不存在“过期失效”一说；ETC
车载设备的有效期为 10年，续
期时根本无需操作银行账户；
ETC 设备失效激活、系统升级
等，也无需操作银行账户。

据《法治日报》

11月30日，一段“外卖员在
电梯中向餐食中小便后拿起外
卖摇匀又将餐食送给顾客”的
视频被广泛转发。

12月1日晚，记者从安徽芜
湖警方获悉，疑似在顾客麻辣
烫中尿尿的美团外卖员，因寻
衅滋事被行政拘留14天。

据了解，此事发生在安徽
省芜湖市镜湖区采薇苑小区。

据监控视频显示，11月 29
日晚 23时 32分，小区电梯轿厢
中，一名外卖员脱掉裤子，向一
份正在配送的麻辣烫外卖小
便。该外卖员小便后，先是按下
所到楼层的下一层，又在系好
裤子后，将麻辣烫的盖子重新
盖好并装入外卖袋中。随后，该
男子拿起外卖摇晃几下，闻了
闻外卖的味道。到达所到楼层
后，外卖员离开电梯进行配送。

该视频通过微博发布后引
发公众关注。知情人称，第二天
物业保安查看监控发现该情
况，便通知相关业主，但住户

“已将外卖吃掉”。在一张朋友
圈截图内，该业主表示再也不
点外卖了。

河南豫龙律师事务所付建
律师认为，如果外卖员的行为
查证属实，那么该外卖员涉嫌
侵犯了消费者的财产权、安全
保障权以及人格尊严权。

根据我国《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的规定，消费者在消费时
享有人格尊严；经营者应保证
其所提供的服务具有的质量、
性能、用途和有效期限，经营者
提供的服务不符合质量要求
的，消费者有权利要求退换，经
营者应当承担相应损失赔偿。

因此，该外卖员的行为如
果属实，那么已经严重对外卖
餐饮的可食用性进行了破坏，
违反了消费者与外卖平台的消
费协议，并且威胁了消费者的
生命健康安全。消费者有权要
求其承担相关责任，并进行赔
偿。

据《成都商报》

冒充“交管局”发来短信，骗取用户银行卡号和密码

新的诈骗手段瞄上ETC
疑在麻辣烫中小便
美团外卖员被拘留14天

“我时常为自己感到悲哀，
一边鄙夷着这些东西耽误我们
这一代人的生命，一边又无法控
制地掉入陷阱，有时候很想把手
机 扔 了 ”“ 再 玩 手 机 就 废 掉
了”……当算法全面入侵生活，
当感受到时间被吞噬，一些年轻
人开始觉悟并选择反抗。在个体
尝试重新掌握生活主动权的同
时，更重要的是，来自技术伦理
的指引和政策法律的规范不可
缺位。

在你察觉时，算
法的隐私入侵已完成

打开北京白领李子的短视
频APP，刷不到尽头的视频能够
清晰地勾勒出一个 25岁年轻女
性的“画像”：“小个子女生初秋
穿搭”表示个子不高，“奶茶新品
大测评”表示喜欢喝奶茶，“北京
望京二房东跑路”表示经常关注
社会新闻……李子曾经尝试过
搜索“游戏”“篮球”等与自己生
活领域完全不相关的话题，几番
浏览后，此类视频很快出现在了
自己账号的推荐列表里。

天津师范大学研二学生小
吕第一次意识到被手机购物软
件“监控”发生在 3年前。“在和
室友交流日常护肤心得的时候，
提到了某品牌的一款面霜，下午
刷购物软件，那款面霜就出现在
醒目的位置。”

“先是觉得惊讶，之后就会
感到有点可怕。”小吕说。社交媒

体上，与小吕有相似感受的年轻
人不在少数：在微博上以“手机”

“偷听”为关键字进行检索，“实
时广场”上很容易发现这些隐藏
在生活中的“偷听鬼”：刚和伙伴
聊了猫咪，购物软件就推送了猫
粮；吃饭的时候说要买火腿肠，
打开搜索引擎就看到了撕火腿
肠外包装的“秘诀”……

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
究所世界传媒研究中心副主任
孙萍说：“算法的逻辑生成其实
是基于人的既有特征，现在的大
部分算法推荐都应用在商业领
域，瞄准客户是它的主要目标。
没有人会愿意被算法过度窥伺，
问题是在这样的现象发生时，很
少有人会察觉。等到发现时，算
法的隐私入侵其实已经完成
了。”

“整个人会感到
一种巨大的羞耻和空
虚”

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新闻
系副教授姜巍说，算法技术的意
义在于将此前的“人找信息”转
化为基于电脑自动化运算的“信
息找人”，既解放了用户进行信
息检索的时间成本，又极大地提
高了人和信息的匹配度。

这种对用户偏好的迎合，除
了影响消费习惯以外，也在以一
种更隐秘的方式吞噬着人们的
时间。19 岁的大二学生林晗是

一名重度短视频APP爱好者，他
说，自己就像是陷入了一张被算
法推荐技术密织的网里，游戏、
短剧、搞笑视频……只要手指向
下一滑，就能接收到自己感兴趣
的信息。

“整个人会感到一种巨大的
羞耻和空虚。”林晗说。当时间在
以这种纯粹消遣娱乐的方式悄
悄溜走之后，“耻感”会让他想用
拼命学习来弥补。但事实是，他
很难控制自己解锁手机，依次点
开几个熟悉的社交媒体软件查
看更新的内容。

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助

理研究员翟秀凤告诉记者：“算法
并非是完全意义上的中立技术，
本质上还是平台用以实现用户黏
性和内容变现的工具。算法精准
推送的原理就是在搜集用户数据
的基础上无限趋近用户的喜好，
从而提高用户的使用时长和使用
依赖。普通用户往往难以抵抗这
种基于偏好的‘投喂’。”

“网生一代”尝试
对抗算法“驯化”

无论是受到广泛关注的“隐
私侵犯”“大数据杀熟”问题，还

是个体感知各异的“时间吞噬”，
社会对于大数据、算法等技术应
用价值导向的追问从未停止。许
多“网生一代”年轻人开始通过
自己的方式，对抗算法的“驯
化”。

豆瓣“反技术依赖小组”聚
集 了 16000 多 名 想 要 和 算 法

“过招”的年轻人。他们的手机
里只下载通讯类 APP，看视频
和购物选择网页版，随身携带
现金，以期逃离算法，重新找
回生活的主动权。一位小组成
员在帖子“对抗技术入侵的一
次尝试”中写道：“离开智能手
机解放了我的时间和注意力，
而过多时间被解放，必定伴随
着无聊……因为无聊，我有时
间写下这篇文章，也更多地关
注起世界的可爱。”

无论是社会的舆论还是年
轻人的对抗，指向的都是同一个
问题：如何规范使用大数据、算
法技术，才能让其在有限的边界
内，更好地为人服务。

11月 1日起实施的个人信
息保护法明确赋予了个人对其
信息控制的相关权利，规定了信
息处理者的职责和义务，明确了
相关法律责任。但在现实生活
中，基于各网络平台的强势地位
及用户的不自觉被“驯化”，个人
信息保护法的各项要求和规定
如何在社会生活中得到全面贯
彻和实施仍待进一步研究。

据《半月谈》

当算法全面入侵生活

“网生一代”尝试对抗“驯化”

视频中送外卖的男子视频中送外卖的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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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路市政府东300米繁华门市 90平方米，
（邮电小区）纯一楼招合租，办公最好，非餐饮。

联系人：马女士 16630784477
招合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