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前，互联网婚恋交友平
台因能够提供快捷、便利相
亲 服 务 ，市 场 规 模 越 来 越
大。在手机应用商店，婚恋交
友类APP数量极多，不少下载
量在千万以上。记者调查发
现，这类APP鱼龙混杂，有的
存在大量虚假账号，一些不法
分子藏身其中，以相亲为名实
施诈骗，给用户带来精神和经
济损失。

网络交友遭遇雷同套路
有的被骗高达数十万元

近日，山东烟台莱山公安
破获一起以网络交友为名实施
诈骗的案件。经公安部门调
查，犯罪嫌疑人将自己包装为
有多处房产、有豪车，并和朋友
共同承包酒店的“优质男”。与
受害者接触一段时间后，他以

“承包酒店需要周转一下资金”
为由，诈骗10余万元。

记者了解到，一些互联网
婚恋交友平台套路多多，“婚
托”“酒托”“饭托”层出不穷，甚
至成为诈骗分子的“栖息地”。

山东青岛市民俞凡近期下
载了一个主打同城交友的婚恋
交友APP。“在平台认识了几名
女性。她们有的主动提出想深
入了解，有的甚至很快就要见
面。让人怀疑的是，这些人的
聊天方式都很一致，并且时不
时提到投资赚到了钱，建议我
也参与。”俞凡说。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
民检察院近期发布的统计数
据显示，2020 年至 2023 年 2
月，共办理婚恋诈骗案件 35
件，占同期受理诈骗案件总数
的8.05%。通过分析发现，此
类犯罪分子的作案手法都高度
雷同。

记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和
互联网投诉平台黑猫投诉也均
看到，关于婚恋APP用户遭遇
诈骗的案例和相关投诉，仅今
年就有几十起。有受害者在某
婚恋APP上花费高价购买了
VIP服务，以为后续的相亲能
更放心，在此后与平台上的异
性接触过程中放松了警惕，被
不法分子骗取钱财，金额高达
数十万元。

大量虚假账户能“轻松”注册
不法分子招募“聊手”

记者调查发现，婚恋交友
类APP之所以频繁引出诈骗
案件，与这类APP中账号注册
审核不严有较大关系。用户花
费不菲，本以为能遇到合适的
人，但很多看上去优质的对象
并非真实用户。

有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婚
恋APP中不少条件优异的用
户其实是虚假账号，是由“中
介”通过支付报酬拉拢人注册
的账号。虽然有的APP似乎
审核较严，需要注册者上传照
片、视频等信息，但事实上，账
号注册后使用者并非注册者本
人，而是由客服统一运营管理。

一位业内人士把记者拉入
一个名为“婚恋集结”的 QQ
群。记者看到，群里已有1700
多人。时不时有“中介”发布账
号注册任务，完成一单给予20
元到80元不等的“佣金”。不
少群成员会接单。“中介”还会
要求在注册账号时，将个人资
料按照他发布的内容填写，例

如将信息设置为“年龄35岁，
学历本科，职业计算机，月收入
1万至 2万元，身高1米 60”。
有“中介”说，一些婚恋APP为
付费VIP用户提供智能匹配功
能，这些信息精确的账号正是
为了满足这部分需求，但内容
大都是假的。

记者找到一名“中介”，询
问如何使用这些账号。对方表
示，运营人员会先对账号进行包
装，日常对聊天对象嘘寒问暖，
取得信任，一段时间后就可以将
这些账号打包卖出。这名“中
介”坦承，这些虚假账号很容易
被不法分子用来从事违法犯罪
活动，例如，在聊天时怂恿对方
购买虚假股票等金融产品。

“不法分子会利用用户求
偶心切的心理，先编造优质的
个人条件，再慢慢用话术让受
害者‘上钩’。最后，被害人往
往会遭受情感创伤与财产损失
双重打击。”一名办案民警告诉
记者，近年来，“杀猪盘”频繁出
现在婚恋APP上，这类婚恋诈
骗案件多有团伙性作案、涉案
数额大等特点。

加大对违法行为打击力度
引导平台强化规范

法律专家认为，互联网婚
恋市场是技术革新下的产物，
要通过法制规范维护其健康发
展。根据我国网络安全法的相
关规定，如果网络平台对注册账
号审核不严，未要求用户提供真
实身份信息，或者对不提供真实
身份信息的用户提供相关服务，
一旦账号被不法分子所用，相
关平台需承担相应责任。

山东琴岛律师事务所律师
王恩民表示，虽然诈骗犯罪与
交友平台的匹配服务没有直
接、必然联系，但婚恋APP如
果在审核管理上存在漏洞，应
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对于
屡次出现不法分子使用虚假账
号进行诈骗的平台，监管部门
要加强有针对性的关注并加大
惩处力度。

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
究中心研究员赵占领等专家认
为，网络婚恋平台出现的诈骗案
有一定隐蔽性，有的犯罪团伙
甚至身处境外。监管涉及网信、
市场监管、民政、公安等多个部
门，相关部门应进一步形成监
管协同机制，保护消费者权益。

公安部门办案民警提示消
费者，在进行网络交友时一定
要擦亮眼睛，在未了解对方真
实身份、意图的情况下，最好不
要有经济往来。一旦对方提出
借钱、转账、投资等要求，务必
要三思而后行，以免给不法分
子提供可乘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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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视频领红包提现被拒刷视频领红包提现被拒，，法院判可提法院判可提
看短视频可以领红包——

不少平台有类似的广告宣传。
杨先生发现，某短视频平台就
有这样的机会。两个月内，杨
先生在某短视频平台观看短视
频 ，累 计 领 取 红 包 3229.43
元。之后，平台组织“抽奖提
现”活动，奖项为金额不等的
现金提取奖励，杨先生幸运地
抽取到了平台提现2466元的
权益。

但提现过程并不顺利。平
台表示余额不足，不能提现，杨
先生将平台运营方某科技公司
诉至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要求支付红包提现金额2466
元。公司代理人辩称，用户注
册时双方签订的《短视频服务

协议》中约定，红包个数达到
5000个、钱包账户余额大于等
于2000元时，才能提现2000
元，杨先生红包个数未达到
5000个，不符合提现条件。

某科技公司表示，协议并
未约定可通过抽奖方式获取红
包提现的机会，而应严格按照
合同约定，当领取红包个数达
到 5000 个时，才能获取提现
2000元的权利。杨先生认可
领取的红包个数未达5000个，
但表示其参与“抽奖提现”活动
获得了领取2466元现金的机
会，某科技公司应依约返现。

朝阳法院审理后判决，某
科技公司给付杨先生红包提现
款2466元，现已履行完毕。

我国民法典规定，依法成
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
约束力。当事人协商一致，可
以变更合同。

本案中，双方签署的《短视
频服务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
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效力
性强制性规定，属合法有效合
同，双方均应依约履行义务。
协议约定了提取2000元现金
的条件：领取的红包个数达到
5000个且账户余额大于等于
2000元。在实际履行合同中，
平台发布了“抽奖提现”活动，
杨先生实际参与了该活动，并
且幸运抽取了“提现2466元”
的权益，应视为双方共同作出
了变更提现方式的意思表示。

现杨先生抽取了“提现 2466
元”的奖励，其账户余额亦达到
3229.43 元 ，故 杨 先 生 提 现
2466元的请求权成立。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奥运村人民法庭法官张钰表
示，随着短视频行业的蓬勃发
展，通过“刷视频领红包”等方
式吸引流量资源的运营模式
并不鲜见，多数用户基于朴素
价值观投入大量时间、精力于
平台公司开发的短视频之
中。平台公司在获得流量和
关注度的条件下，不应再对返
现过程进行不当干涉，而应恪
守契约精神，贯彻诚实信用基
本理念。（人民日报记者 魏哲
哲整理）

热线：
010-65367134

邮箱：
gaokuzgcsb@126.com
（来稿请注明城事版）

小区公共空间

岂能占为私有

我是天津市河西区居
民。我区恩德东里和恩德西
里小区没有划定停车位，部分
居民使用破旧的自行车、三轮
车、椅子和绳子等物品占用公
共空间作为自家车位问题突
出。本该是社区居民共同享
用的公共空间，被住户占为私
有，侵害了其他业主的权利，
也有损小区容貌，遇到早高峰
时本不通畅的小区内道路则
更加拥堵。希望有关部门对
此问题进行治理。

【报料仅代表网友个人意见，
不代表本报观点】

广告缝里看内容
关闭按钮“躲猫猫”

一点暂停键，花花绿绿的广告画面马上

占据了屏幕；一条广告上有上下左右好几个

关闭按钮，一不留神就陷入下个链接；点击

应用着急要改文档，却突然打开了购物软件

……长期以来，网络弹窗广告乱象一直令广

大用户头疼不已。

专家表示，这类过度推荐、无法关闭的

弹窗广告行为违规违法，严重干扰用户正常

使用网络。多方建议，应加强对弹窗广告的

监管，压实推送平台审查责任。

中新社发 朱慧卿作

相亲还是诈骗相亲还是诈骗
部分网络婚恋交友平台陷阱重重部分网络婚恋交友平台陷阱重重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邵鲁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