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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州点击

在支付方式日益多样化的今天，
无论外出购物或是用餐，“扫一扫”的
付款方式大家已不再陌生，“小额免
密”“闪付”等支付功能也悄然兴起。
然而，日前媒体曝出有不法分子利用
银联卡的“小额免密”功能对车辆
ETC卡实施盗刷，引发网友对个人财
产安全的关注。

记者近日采访发现，此种支付功
能开启时用户往往不知情，存在一定
安全隐患。专家表示，相关机构在开
启此类功能时，应对用户进行有效告
知，在追求便捷的同时莫忘安全红线。

免密支付暗藏安全隐患

在天津一家快餐厅的点餐处，市
民张先生把手机对着收款机只听“嘀”
的一声，就结束了整个付款流程，然
而，让张先生疑惑的是，在付款时他
并未被要求输入支付密码。在一家国
企工作的孙女士也向记者反映，自己
在使用一张中国银行的借记卡消费
时，收款人犹如刷地铁公交卡一样就
完成了该笔消费，也不用其输入密码。

记者随机在商家购买几样商品进
行测试，无论是使用微信“收付款”
或是支付宝的支付功能，还是具有“闪

付”功能的银行卡，在消费不超过某
一额度时均不需输入支付密码，也没
有对于支付价格的确认环节。

业内人士表示，“小额免密”“闪
付”这类支付是指消费金额低于限定
值时，用户无须输入密码即可完成消
费。现在不少人在支付时都开通并使
用过“小额免密”这个功能，虽然便
捷，但也易使消费者的卡被盗刷。

“以前丢手机觉得通讯录没了最麻
烦，现在还要担心手机里连着的钱可
能也没了。”经常使用手机支付功能的
王女士说。一家连锁服装店的门店负
责人许女士坦言，店铺里的衣服价格
平均就在几百块，如果真有人拿着别
人的手机来支付，商户很难察觉。

功能默认开启 用户“蒙在鼓里”

记者从银联方面了解到，发卡行
往往将“小额免密免签”功能与“闪
付”一并设置为默认开通，持卡用户
在进行一定金额 （境内 300 元人民
币，境外以当地限额为准） 及以下金
额交易时，只需将银行卡靠近“闪
付”感应区即可完成支付，不用输入
密码，也无需签名。

据中国银行客服人员介绍，这种

卡面有“闪付 quickpass”标识的“小
额免密”业务是系统默认开通的，支
付时不需要密码，每笔不能超过 300
元，每卡每天2000元封顶。如果觉得
存在安全隐患，客户需携本人身份证
到银行网点取消该项业务。

手机支付方面，记者用一个新号
码注册了支付宝的账户后发现，支付
宝的“付款码”功能处于默认开启状
态，其使用说明中写明，每笔小于等
于 1000 元的订单无须验证支付密码。
此外，微信付款用户服务协议中也写
明，使用付款码支付不足1000元 （特
定商户3000元） 的消费时，无需密码
等交易指令验证，且由丢失等行为造
成的经济损失由个人承担。

记者采访发现，其实很多人都在
有意无意地使用着“小额免密”支付
功能，但被询问是否记得何时开通此
类服务时，得到的回答都是“不太清
楚”，或者不是自己主动开通的。

应保障支付者“有效知情”

多位受访专家指出，随着人们使
用新型支付方式的频率越来越高，推
出各式支付功能固然能优化用户体
验，但同时相关机构对消费者没有进
行“有效告知”的问题也不容忽视。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程
华表示，目前支付机构在基本知识普
及和相关信息告知上做得仍不充分，
许多消费者并未清楚了解到某项功能
的利弊就主动或被动开通了此项服务。

“‘小额免密’的监管环节一定
要加强，对于密集发生免密支付的账
号，支付机构应当设置预警甚至跟踪机
制，避免用户财产受到损失。”程华说。

安全是支付便利的前提。西南政
法大学民商法学院教授曹兴权说：“小
便利背后可能有大风险，相关机构应
该尽快在技术上和制度上进行优化完
善。对于支付这件事来说，安全比便
捷更重要。” 据新华社

眼下，不少网购平台
为了吸睛促销，纷纷推出
秒杀抢购活动，然而有人
可能会发现，明明早早坐
到了电脑前，而且网速飞
快，却怎么也抢不过别
人。实际上，跟你比赛
的，可能是一款抢购软
件。

近日，山西太原迎泽
区人民法院宣判了一起抢
购软件案，3名软件的制
作者、销售者因“提供侵
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
系统的程序、工具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这也是国内首起对制作、销
售抢购软件者判刑的案件。

案件中涉及的抢购软件名为“黑
米”，一度是网络“黄牛党”趋之若鹜
的“神器”。这款软件能避开或突破购
物网站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措
施，实现机器自动登录、自动批量下

单、自动付款，抢占其他正常用户的
下单请求，最终抢购到秒杀商品。

据悉，任某、张某通过出售黑米
天猫 （淘宝） 抢购软件赚取买家抢购
成功商品部分差价的方式共非法获利
11万余元。陈某通过建立黑米系列抢
购软件销售网站、网站维护、代理销
售该抢购软件共非法获利6000余元。

今年8月，迎泽区人
民检察院以涉嫌提供侵
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
系统程序、工具罪对3名
被告人提起公诉。经公开
开庭审理，迎泽区人民法
院一审判处软件研发者任
某和张某有期徒刑 3 年，
缓刑4年，并各处罚金人
民币3万元；销售者陈某
有 期 徒 刑 2 年 ， 缓 刑 3
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万
元。

业内人士表示，目前
我国的法律法规中，对恶意软件的行
业准入、入市前功能审查等监管措施
还没有完善的规定，对售卖恶意软件、
传授犯罪方法的相关网站、群组的巡
查力度也需进一步加大，只有形成多
方协同打击局面才能实现对“秒杀神
器”的有效监管。

据新华社

从 2012 年起，江苏南通市一男子多
次冒充政府工作人员，其间结婚生子、谋
事骗财200余万元。在这期间，他每天假
装去政府上班；还偷偷潜入各种会议现
场，伺机与领导合影并从网上下载会议现
场照片合成，而后发布在自己的朋友圈。
他这么干了 5 年，都没有露馅。今年 2
月，魏某在“参加”某政府机关的会议
时，因形迹可疑，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
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近日以诈骗罪、招
摇撞骗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4年6个月。

41 岁的魏某无业，离异，独自抚养一
子，曾多次嫖娼被行政处罚。自 2012 年
起，魏某化名李洪涛，伪造工作证件、文件
等，利用其在政府工作的经历，先后假冒连
云港市灌云县政府工作人员等多种身份。

2012 年，魏某认识了南通某学校的
老师顾女士,为了博取顾女士好感，魏某
隐瞒其婚姻状况，并冒充灌云县政府工作
人员。之后二人建立恋爱关系，魏某又谎
称其调至南通市政府某部门工作，并入住
顾女士家中。2015 年，魏某与顾女士结
婚。2016 年，顾女士产下一子。因魏某
没有经济来源，遂以购买房产、低价购买
拍卖车辆、急需用钱等为由，先后骗取顾
女士父母人民币 60 余万元。2015 年至
2017 年期间，魏某冒充国家工作人员，
以筹建项目、帮助安排工作、急需用钱等
为由先后对罗某等10余名亲戚朋友实施
诈骗，共计骗得人民币140余万元。

据《现代快报》

“嘀”的一声钱就划走了

“小额免密”支付的隐患你了解吗

3人制售“秒杀神器”获刑
系我国首起制售抢购软件入刑案

冒充政府工作人员
男子行骗5年终露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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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竹子切片、打磨，聚拢粘贴，一个
个马桶盖的竹原料板成型。再将不同的图
案贴上去，一个个创意十足的马桶盖成品
诞生。这些图案有四季变化的大树、会发
光的湖面……有3D和夜光动态效果。11
月22日，在贵州省安顺市夏云工业园区
的“Topseat”马桶盖生产区，公司负责
人倪生明指着挂满墙壁的马桶盖说，这些
产品已进入海外市场。

“我们马桶盖畅销的原因是创新和创
意。”倪生明介绍，与中国人消费习惯不
同，欧美人更侧重视觉感官。因此，倪生
明所在的公司想到了把当下流行的3D图
画运用到马桶盖上，并把创意理念告知与
其合作的德国客商，炫酷的设计很快得到
了客户认可。

目前，Topseat 马桶盖的设计图案超
过上千种，包括浮雕、3D图画、LED灯
等多种样式。该公司产品开发经理爱德华
说，在美国，人们想的是把所有的装饰变
得平淡简单，因此在马桶盖上贴上图画，
对美国人来说很具个性化。 据中新网

实用性创新点兼备
中国造马桶盖走俏

各式各样的马桶盖各式各样的马桶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