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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山东、江西、河南、广东等
多地警方加强对虚假网贷App类诈骗的
治理工作。

今年上半年，山东警方破获网贷诈骗
类案件同比上升约101%。山东省公安厅
有关负责人介绍：“针对虚假贷款诈骗等
涉App较多的诈骗类型，开展‘扫楼’‘断
卡’等专项行动，打掉了一批在境内从事
涉诈App开发、引流推广等为诈骗团伙提
供技术支撑的窝点。”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说，

针对虚假网络贷款类诈骗，加强通信、金
融、互联网三方的综合治理仍是关键，各个
行业主管部门应严格落实监管主体责任。

业内人士认为，打击虚假网贷App制
作，要重点关注参与其中的小微技术公司
和个人。“这些小微制作公司，通常都是搭
建App的小作坊，认为自己只是在做技术
模块，有打擦边球思想。”

对于虚假网贷App推广引流环节，业
内建议加强对电信运营商、大型互联网搜
索平台、大型社交软件公司的监管要求，

切实加强对广告客户、流量购买者的金融
资质审核，杜绝传播虚假信息。

国家网信办有关负责同志指出，诈骗
分子仿冒投资平台诱导欺诈网民，让网民
遭受严重的财产损失，还可能带来个人信
息泄露，应引起足够关注。广大群众需通
过官方正规渠道下载App；出现非官方客
服联系的情况，要注意核查对方身份，切
勿进行转账操作。App商店等平台应加
强对可供下载App的安全性审核，防止虚
假App浑水摸鱼，坑害广大网民。

管住涉诈App制作、传播等关键环节3

由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明码标价
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自今年 7月起施
行。规定明确七种典型价格欺诈行为、
不再过多限制经营者的标价方式、灵活
规定网络交易明码标价的形式，对于明
码标价规则和价格欺诈行为的认定更加
科学合理。

明码标价不能简单理解为仅标示价
格，经营者还应当标示与价格密切相关
的其他信息，尽可能减少信息不对称，使
消费者和其他经营者对价格所对应的商
品或者服务价值有更为清晰的认识，减
少价格欺诈的发生。

如某饭店宣称某菜品打八折销售，
但消费者结账时才被告知须“达到最低
消费标准”方可享受八折优惠。根据规
定，经营者的此类行为属于不标示或者
显著弱化标示对消费者不利的价格条件
的表现，属于价格欺诈。

规定明确七种典型价格欺诈行为：
一是谎称商品和服务价格为政府定价或
者政府指导价；二是以低价诱骗消费者
或者其他经营者，以高价进行结算；三是
通过虚假折价、减价或者价格比较等方
式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四是销售商
品或者提供服务时，使用欺骗性、误导性
的语言、文字、数字、图片或者视频等标

示价格及其他价格信息；五是无正当理
由拒绝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价格承诺；
六是不标示或者显著弱化标示对消费者
或者其他经营者不利的价格条件，诱骗
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与其进行交易；

七是通过积分、礼券、兑换券、代金券等
折抵价款时，拒不按约定折抵价款。

随着经营模式的发展，广大消费者
逐渐接受商品吊牌、模型展示、电子屏幕
等多种个性化标价方式，对经营者的标

价形式进行严格限定并实行标价签监制
制度已经没有必要。

因此，规定取消了标价签监制制
度。除法律、法规和规章有明确规定的，
只要能保证明码标价真实准确、货签对
位、标识醒目，不再过多限制经营者的标
价方式。经营者可以选择采用标价签
（含电子标价签）、标价牌、价目表（册）、
展示板、电子屏幕、商品实物或者模型展
示、图片展示以及其他有效形式进行明
码标价。

根据规定，金融、交通运输、医疗卫
生等同时提供多项服务的行业，可以同时
采用电子查询系统的方式明码标价。农
村集市、拍卖等通过协商、竞价等方式确
定价格的情形，没有必要实行严格的明码标
价。但在另外一些情形下，比如粮食主产区
频繁发生的商品粮交易，当地市场监管部门
可以结合实际情况，要求经营者在收购粮食
时，明确标示品种、规格、等级和收购价格等
信息，更好保护购销双方合法权益。

为更好地促进和规范新业态健康发
展，针对数字经济领域的新特点，规定对
于网络交易明码标价的形式更加灵活，
明确经营者通过网络等方式销售商品或
者提供服务的，应当通过网络页面，以文
字、图像等方式进行明码标价。

禁止价格欺诈新规7月起施行
明确七种典型价格欺诈行为

新华社记者 赵文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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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5日，在印度阿加尔塔拉一所学校，学生接种
新冠疫苗。 新华社发

7月3日，人们聚集在巴基斯坦俾路支省谢拉尼地
区附近的客车坠谷事故现场（手机拍摄）。

据当地媒体报道，巴基斯坦西南部俾路支省 3日
上午发生一起客车坠入山谷事故，造成至少 19人死
亡、12人受伤。 新华社发

这张意大利阿尔卑斯救援队7月3日提供的照片
显示的是意大利北部马尔莫拉达山区的冰川。

意大利北部马尔莫拉达山区一座高山冰川 7月 3
日发生滑坡，造成至少10人死亡，另有1人失踪。

新华社发（意大利阿尔卑斯救援队供图）

7月 3日，在巴基斯坦白沙瓦西北郊一处村庄，人
们在传统赛跑活动上观看狗追逐一只机械兔子。

新华社发（赛义德·艾哈迈德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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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日，在黎巴嫩南部辛尼亚村的中国维和部队
营区，中国维和部队官兵在受勋后通过观礼台。

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联黎部队）1日授予中
国第 20批赴黎巴嫩维和部队全体 410名官兵联合国

“和平勋章”，以表彰他们为黎巴嫩南部地区和平稳定
作出的突出贡献。 新华社记者 刘宗亚 摄

荣誉

一周看天下近日，山东李先生接到一通陌生来电，询问他是否需要低息贷款。正为资金短缺发
愁的李先生，按照对方指引下载了一款网贷App。一番操作后，对方以验资、认证为由4
次骗取李先生共计10余万元。

国家网信办反诈中心近期监测发现多起仿冒投资平台进行诈骗的事件。“新华视点”
记者调查发现，不少虚假网贷App仿冒银行、金融平台，诈骗分子多方引流、大量分发。

“我们已经为你准备了 40万贷款的
额度，请注意查收”“无抵押，低利率，快放
款”……瞄准一些人“用钱心切”的心理，
诈骗分子在网络上大量发布“黑户可贷”

“无审核”等广告信息，吸引用户上钩。
记者随机进入一个名为“黑户贷”的

网站。该网站声称，“1分钟提交、3分钟
到账。不用房车作抵押贷款、从 25岁到
50岁都适用。无视黑白，百分百放款”。
在网站引导下，记者留下电话号码，随即
该网站弹出一款贷款App，无需经应用商
店即可点击链接下载。

记者又随机登录了十几个类似网站，也
接到了境外电话，要求下载指定贷款App。

“这些号码均是诈骗电话，切记不要
下载软件，不要相信任何先支付后打款的
承诺。”在记者暗访涉诈网贷App的过程
中，民警通过电话多次发出预警，提醒记

者存在被骗风险。
据公安部统计，2021年以来，60%以上

的诈骗都是通过虚假手机App实施。其中，
虚假网络贷款App诈骗是主要类型之一。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学院副教授
李小波介绍，虚假网贷诈骗中，犯罪嫌疑

人一般通过网络、电话、短信等方式发布
办理贷款的广告信息，在被害人下载安装
网贷App后，冒充银行、贷款公司工作人
员联系被害人，以收取手续费、缴纳年息、
保证金、税款、代办费等为由，诱骗被害人
转账汇款。

记者调查发现，近年来，诈骗犯罪分
子升级变换作案手法，网贷诈骗App打擦
边球、迭代更新，欺骗性更强。

——假借知名企业名头行骗。
诈骗分子仿冒京东金融、马上金融、

360 借条等平台，推出大量“李鬼”式
App，以相似标志和产品介绍以假乱真，
以“小额返利”等诱导网民访问下载，进
而实施诈骗。平安银行曾发布声明，不
法分子利用仿冒 App、网站进行贷款诈
骗。

家住福建福州的林先生就曾在自称
“宜人财富有限公司郑州分公司”开发的
宜人财富App上被骗 4000元解冻金。当
他向“宜人财富”投诉，该公司回应称，其
官方工作人员不会以任何名义收取费用，
林先生遭遇了假冒网贷App诈骗。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涉诈金融类

App改头换面频繁。同一团伙往往通过
更换涉诈App名称、域名等方式快速更新
换代，有的可能仅存活几天就关闭，过段
时间换个名字卷土重来。

——通过网站封装躲避审核。
记者调查发现，不少受害者根据“指

引”下载的涉诈金融类App都是由黑灰产
技术人员按照诈骗分子要求封装的。所
谓封装，是将网址、应用名、LOGO、启动图
打包形成一个App应用包，使网站以App
形式呈现。

业内人士介绍，涉诈贷款网站经过封
装，摇身一变成为涉诈贷款App，成本极
低，令人防不胜防。此前，一款名为“众
安”的虚假贷款类诈骗App，就是由一个
租用境外服务器的虚假贷款网站封装而
来。

中国信通院安全研究所防范治理电

信网络诈骗中心副主任常雯说，通过App
封装分发平台，开发者只需简单点击操
作，即可实现App自动生成与快速分发。
涉诈App不上架手机系统内的应用商城，
由诈骗者向被害人发送安装包或者链接
进行下载，躲避应用风险审核及开发者信
息登记制度。

——多方引流大量分发。
虚假网贷App的引流方式，既有搭建

虚假贷款网站等待被害人上钩，也有通过
电话、短信、微信群、QQ群等多种渠道进
行推广；既有面对不特定群体进行广撒网
的，也有通过黑灰产业链条非法购买需贷
款人员信息精准诈骗的。

山东警方介绍，诈骗分子还通过冒充
快递员推广、在“宝妈群”发兼职广告、贴
吧发广告等方式引流，渠道更多、频率更
高、活跃度更强。

“李鬼”式App迭代更新，多种渠道引流推广2

暗访：留下手机号当天接
到多个网贷诈骗电话1

● 消费保障 新华社发 王鹏 作

● 上当 新华社发 朱慧卿 作

● 伪装 新华社发 商海春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