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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呼吸

新观察

核心提示：
任何一个风头正猛的网络产品，都难逃商业捆绑的命运，微信也不例外。因为

必须互加好友才能加入朋友圈，微信成为熟人营销甚至熟人诈骗的温床。它省却了

建立信任的成本，赚钱几乎不露痕迹，“杀熟”现象不时出现，让人不知不觉上当。

■■ 专家观点专家观点

你知道“累觉不爱”是什么意
思吗？

很多人恐怕要查了百度才会
知道，它的意思是“很累，感觉自己
不会再爱了”。这源自豆瓣上一个
帖子，一名95后男孩感叹“很累，感
觉自己不会再爱了”，后引发众多
网友议论，成为一个网络热词。

相信很多人会有和笔者类似
的感觉，如果这种一眼看不懂的新

“成语”只有几个，可能还会感觉新
奇。但如今，在有些电视综艺节目
上，“人艰不拆”、“十动然拒”等所
谓的“后现代成语”几乎成了一种

“时尚”，着实让观众感到很累，更
不可能再爱了。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日前
发出通知，要求各类广播电视节目
和广告应严格按照规范写法和标
准含义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
字、词、短语、成语等，不得使用或
介绍根据网络语言、仿照成语形式
生造的词语。其中就举了“人艰不
拆”、“十动然拒”等例子，前者是

“人生已经如此艰难，有些事情就
不要拆穿”的缩略语，后者是“十分
感动然后拒绝了他”的缩略语，一
般人不先上网查一查，恐怕都看不
懂。

这一通知，其实就是在提醒人
们，网络语言中有很多创新和活力
的成分，会出现“给力”、“高大上”
等既流行又通俗易懂的新词，但也
不能就此随意将语言低俗化、杂交
化、卡通化，甚至造成人与人之间
沟通的障碍和语言的混乱。

由此可见，对网络新造词，作
为大众传媒必须审慎，要积极主动
地推广和传承成语等国家通用语
言文字的独特表达方式，充分展现
其文化精神和语言魅力，不能因为
肆意乱改乱用，造成文化断代和语
言混乱，更不能带头将伤害语言的
行为视为风尚。

网络用语，
别太潮了

本报记者 吕玥 通讯员 陈琴琴

网上有个调侃微信朋友圈内
容浮夸的段子，说其中 35%是抒
发人生感悟的心灵鸡汤，25%是
吃货们晒的美食和旅行，剩下的
就是些养生常识。不过这一年多
来，你或许突然发现朋友圈“务
实”了很多，一众“好友”纷纷投身
卖包、卖表、卖护肤品⋯⋯熟人营
销渐渐成为微信朋友圈里的一种
风尚。

然而这种风尚并不美好，熟
人经济的背后，借用“好友”间的
信任转而进行诈骗的事例也层出
不穷。有调查发现，部分微信交
易已成一种新的“杀熟”骗局，对
于朋友圈里的交易，还真的只能

“微信”，别太当真！

近日，绍兴市越城区 90 后
女孩小敏（化名），因为在微信朋
友圈上出售假冒溶脂针，被法院
判处拘役两个月。

在这个 21 岁女孩眼里，赚
钱是人生的主要目标，其他可以
忽略不计。去年下半年，听说通
过微信朋友圈卖美容产品相当
赚钱，小敏马上决定试试。

小敏网购了一批肉毒杆菌、
面部溶脂、美白针等热销美容产
品，然后到微信朋友圈去卖，发
现前来询问的朋友挺多。她立
马尝到了这种靠“信任”就能大
卖的甜头，于是又通过微信认识
了在深圳售卖美容产品的刘某，
并从其手里买进一批号称德国
进口的溶脂针，进价是每盒 400
元。

虽然明知自己拿到的“进口
药品”并非正品，但因为销售价
格高达700元至1500元，而且自
觉出不了大问题，被高利润冲昏
头脑的小敏，还是继续在朋友圈
里向同学和朋友销售药品，并晒
出减肥效果照片做虚假宣传，先
后共获利 2200 元，直到有人使
用后感觉不适，向有关部门举
报。

经鉴定，小敏出售的溶脂针
纯粹是假药。在未取得《药品经

营许可证》且明知上述药品是假
药的情况下，她仍然以较高价销
售，已触犯刑法。近日，越城区
法院审理后认为，小敏的行为已
构成销售假药罪，判处其拘役两
个月，并处罚金4000元。

在朋友圈坑友的人并不止
小敏一个。今年上半年，杭州市
场监督管理局联合杭州市公安
局，破获一起案值高达 400 余万
元的整形假药案，其中包括各种
未经注册的假冒瘦脸针和美白
针。

执法部门在对犯罪嫌疑人
徐某的一处经营场所和两处住
所进行突击检查后，当场查获一
批外文标识的肉毒素针、溶脂
针、玻尿酸针等产品。据初步估
算，徐某违法经营的产品有 19
种、64 盒（瓶），货值金额约 10 万
元。而根据其提供的线索，执法
人员又在杭州市西湖区某住所、
下城区两处出租房及上城区 3
个非法销售点，查获各类假药货
值金额总计 150 余万元，涉案金
额高达400余万元。

这 些 产 品 是 怎 么 卖 出 去
的？据徐某交待，除实地推销
外，他的一大销售阵地就是在微
信朋友圈发布信息，引众“好友”
光顾。

事件：推销假药坑好友

串串烧

雷人篇

雷事篇

如此留念，荒唐
近日，永康市公安局龙山派出

所接群众举报：辖区内某棋牌室内
有人赌博。民警在棋牌室内抓获
都某等 4 名参赌人员，并发现都某
手机内有一名女子吸食毒品的照
片，从而抓获了照片中的女子顾
某。原来，两人参加老乡聚会时吸
毒，还拿出手机拍照留念。目前，
都某和顾某被行政拘留。

——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如此教子，可悲
近日，因指使 14 岁儿子违法驾

车发生交通事故致人死亡，河南人
王某被定海区检察院以涉嫌交通肇
事罪批捕。王某从事个体运输，因
业务繁忙，他让当时还未满 14 周岁
的儿子驾驶货车运送材料，并为其
子办了假驾照。10月25日，其子开
车时与一辆对向行驶的电动三轮车
相撞，造成三轮车主丁某重伤身亡。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通讯员 叶其念 陈凯璐 周德峰

南开大学商学院副教授杨俊：微信朋友圈营销是社会化营销
的一种，往往是基于朋友间的信任达成交易。这种营销的基础，是
买卖双方建立的互信关系。在交易规则还没完善的当下，消费者
必须要学会自我保护。这种自我保护总结起来就一句话——线上
线下互动起来。微信朋友圈是现实人际网络的映射，关系有亲疏
远近，圈里发布信息的可信度应基于对朋友的了解。对一面之缘
者或陌生人发来的信息，一定要小心。

如此泄愤，出格
近日，家住苍南县龙港镇的张

某，到灵溪镇办事时违法停车被交
警处罚。张某怀恨在心，买来一支
蓝色记号笔，在被处罚处附近的围
墙上，涂写9处“交警队某某在这里
打劫”等字样。最终，张某因侮辱
他人被警方行政拘留5日。

——知错不改悔之晚。

如此粗心，不该
近日晚 11 时，余杭的时女士下

班，骑电动车带着8岁的女儿回家，
十余分钟到家后，竟然发现女儿不
见了，赶忙报警。原来，由于时间
太晚，女儿睡着后从车上掉下去，
正巧遇到开车经过的安徽人朱先
生，帮女孩找到了妈妈。

——糊涂人做糊涂事。

警惕微信朋友圈变成坑友圈警惕微信朋友圈变成坑友圈——

被被““出售出售””的友情的友情

视野网供图

除了奔着钱财去的“杀熟”
或坑友信息，还有不少在朋友
圈里泛滥、混淆真相的谣言。

“我叫某某，来自某地，是
第×位为灾区祈福的人。”今年
以来，记者不止一次发现自己
的微信朋友圈中有好友分享
这样的祈福链接。这类信息
往往还有一条配套的“善意提
醒”信息，称“祈福链接会搜集
个人信息，稍后将为你订做一
个故事用于诈骗钱财”。

对于这类页面有收集用
户信息、甚至存在诈骗嫌疑的
质疑，今年 8 月，腾讯公司官方
微博称，经微信技术专家分
析，链接和页面并不存在恶意
收集用户信息的行为。不过
同时，腾讯公司也认为这种链
接因存在诱导用户分享，违反
了微信公众平台运营规则，所
以已对之进行了相应处理。

而前段时间，“浙江公安”
微信公众号公布的“10 月微博
微信圈九大谣言”里，“95 后女
网友身体换旅行”、“乞讨人员
砍掉骆驼四肢”以及“通讯基
站塔、高压线、变电站、高铁”
都是辐射隐形杀手⋯⋯几乎
都是大家耳熟能详，并一度被
奉为真相的谎言。

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坑
人的事？中国互联网协会信
用评价中心法律顾问赵占领
分析：“因为微信这类软件属
于熟人社交工具，好友多为线

下认识，彼此之间有一定了解
或者存在很强的信任关系，这
导致通过这类熟人社交平台
发布的不良信息具有更大的
欺骗性。”他表示，朋友圈非好
友之间不能看到其他人发出
的信息，即使有人辟谣，效果
也会减弱，这就导致网络空间
自动净化能力受到限制。

而用户的盲目相信，又推
动不良信息广泛传播。赵占
领认为，不良信息之所以能得
到传播，是因为它契合了多数
人的特定心理，如猎奇、窥视
等。而用户对不良信息的盲
目相信，会直接将不良信息转
发到朋友圈、好友群，或通过
公众号推送给订阅者。同时，
发布、转发不良信息的行为或
多或少存在法律风险。

浙江光正大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炯然认为，通过微信发
布虚假信息，其售假行为仍属
于欺诈。消费者应及时保留
相应的交易信息，向消费者协
会等部门反映投诉。

有关人士指出，打击朋友
圈内售假和传销等违法行为，
需要微信服务商建立和完善
侵权投诉、违法行为举报机
制，尤其要与工商、公安、版权
执法部门合作，建立售假和违
法行为监测系统。与此同时，
监管部门必须严打通过社交
网络进行的各种违法犯罪行
为，净化网络空间。

警示：弄虚作假吞恶果

在徐某等“微信商人”眼
里，通过微信做生意低门槛、零
成本、高效率，而许多好友都有
线下关系的基础，这样通过朋
友圈发布信息，很容易获得认
可。他们在微信上卖货，爱打

“熟人牌”，比如“亲戚从国外代
购”、“朋友从香港带回”、“内部
人员从专柜拿货”等。这样的
双重保险，使得手里的商品非
常好卖。

不过，微信上售假的现象也
屡见不鲜。今年 6 月，腾讯曾公
开统计数据称，今年以来已封停
3 万个销售假货的微信账号，以
打击网络黑色产业链。

作为“熟人社交”工具的代
表产品，微信在受到越来越多网
民青睐的同时，也因为其半封闭
的特性，被不法分子利用，衍生
出各种各样的诈骗手段。

今年初，玉环的一位李女士
就中招了。她在微信朋友圈看
到朋友转发的一个信息，号称进
口卡西欧自拍神器，市面上要卖
8000余元，开数码店的朋友搞清
仓，只要5500元一台。李女士心
动了，她呼朋唤友准备团购 3 台
相机，并向卖家卡上打去 16200
元。谁料，卖家以各种理由推托
不发货，她顿时感到不对劲，马
上向警方报案。

公安机关表示，各类微信
朋友圈骗局中，代购诈骗、二
维码诈骗、盗号诈骗、假微信
公众号诈骗，以及“点赞”诈骗
名列前五。这其中，利用“点
赞”诈骗的案件最多。该骗局
的一种由头是“集满多少个赞
就可获礼品或优惠”，等参与
者集满“赞”去兑换时，发现拿
到手的奖励严重缩水。另一种
是商家发布“点赞”信息时就
留了“后手”，并不透露商家具
体位置，而是要求参与者将自
己的电话和姓名发到微信平
台，一旦所征集的信息数量足
够，这种“皮包”网站就人间蒸
发，目的是套取更多的真实个
人信息。

在警方看来，这些诈骗手段
其实稍加注意就可避免，只需把
握一个基本原则：天上不会掉馅
饼，同时也可拨打电话查证，或
实地查看验证。

然而，在朋友圈“出售”的不
仅是商品，更多的是信任，于是，
类似信息发布和转发，仍每天在
朋友圈里发生。据了解，2013
年以来，腾讯公司已通过一些技
术手段对“微商”进行监管，但如
今微信已在全球发展到 4 亿用
户，不管如何监管，都很难做到

“天衣无缝”。

调查：鱼龙混杂设骗局

利用二维码诈骗

利用代购诈骗

身份伪装诈骗

点赞诈骗

微信假公众
账号诈骗

盗号诈骗

微

信六大诈骗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