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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让山寨“在线字典”误人子弟

据工业和信息化部消息， 自 12 月

1 日起， “一证通查” 查询名下互联网

账号服务迎来重大升级， 新增接入今日

头条、 携程旅行、 拼多多、 饿了么、 爱

奇艺、 小红书、 大众点评、 贝壳找房、

链家等 9 款互联网 App。 至此 ， 用户

本人名下手机号码关联互联网账号的可

查范围扩增至 25 款。

如今， 每个人用手机号码注册、 绑

定的 App 账户越来越多， 卸载的 App

也越来越多 。 到底下载过多少 App，

到底绑定了多少个 App 账户， 大多数

人早已记不清， 直接给解绑 App 账户

带来极大不便 。 特别是在尚未解绑

App 账号的情况下 ， 注销手机号码 ，

不仅可能造成隐私泄露， 而且可能造成

财产损失。 今年 4 月初 ， “注销手机

号等于出卖自己” 的词条曾冲上热搜，

引起热议。

在这种新情形下， 工信部直属科研

单位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推出的 “一证

通查” 服务持续优化， 不断扩容， 越来

越多的主流 App 纳入其中。 这是满足

手机用户需求和保障网络安全的重要举

措， 可以让用户更全面地了解自己绑定

的 App 账号情况， 能够及时发现异常

账号 ， 进而有效防范 “不知情注册账

号” 所带来的涉诈风险。

然而 ， “一证通查 ” 功能覆盖的

App 虽然越来越多 ， 但覆盖的只是主

流 App， 并没有覆盖所有合法经营的

App。 而人们忘记解绑的 App 账号往

往是不常用的 App 或者已经不用的

App， 这些 App 恰恰是没有被 “一证

通查 ” 功能覆盖的非主流 App。 从这

个角度说， “一证通查” 要不断扩容，

努力早日覆盖所有合法运营的 App。

事实上， “一证通查” 功能只是守

护用户网络安全的第一步， 关键是及时

解绑 App 账户。 从 “一证通查” 功能

的实际操作来看， 只能查出一个手机号

码在某款 App 上注册了几个账号， 但

具体注册了哪些账号却不清楚， 需要挨

个找回账号慢慢解绑， 解绑起来十分不

便。

让人们的数字生活体验更安全、 更

安心， 解绑 App 账号更便捷， 更好地

管理自己的网络足迹， 在 “一证通查”

持续扩容的基础上， “一键解绑” 功能

亟待升级。 用户只要通过 “一证通查”

功能查询到的 App 账户， 就应当让用

户可以根据个人需求， 一键解绑自己不

用、 不需要的 App 账号。

另外， 互联网平台应站在保护用户

的隐私和财产安全的高度， 科学优化用

户账号沉默期和自动解绑、 自动注销功

能， 提高修改支付密码等功能的安全系

数 。 比如 ， 用户长期没有登录 、 使用

App 账户 ， 沦为僵尸用户 ， 平台应主

动解绑银行账号、 手机号码。

“一证通查”持续扩容，“一键解绑”亟待升级

□ 何勇

  除了采取必要的手段规范和引导

市场， 另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 既

然 “李鬼 ” 字典网站的危害如此明

确 ， 《新华字典 》 也有自己的手机

App， 为什么仍然有大量用户心甘情

愿投入前者的陷阱呢？

最近几年， 数字化浪潮席卷整个

出版业， 一些老牌的、 经典的读物纷

纷顺应时代， 投入了 “无纸化” 的升

级改造中， 其中就包括大量工具书。

比如， 2010 年， 《牛津英语大

词典》 就宣布彻底放弃纸质版， 改为

发行收费的网络版。 拥有近百年历史

的 《辞海》， 也在 2014 年借着第七

版修订之机， 在官方网站同步上线。

就以 《辞海》 网页版为例， 除了

传统查询方式 ， 网页还提供模糊查

询 、 语音查询 、 全文查询等多种选

择， 词典中的任何词形、 内容均能快

速检索。 换句话说， 有了网页版， 用

户查询得更快， 也更容易了。

但对于 “查字典” 这样的简单需

求而言 ， App 复杂的下载和打开流

程、 漫长的开屏等待、 不合理的定价

策略、 眼花缭乱的操作界面， 以及时

不时误触的不良体验， 都会让不少用

户望而却步， 更遑论数据库这样高专

业性要求的小众产品了。

随着线上查询成为趋势， 《新华

字典》 作为大众心中最熟悉最权威的

字典， 也不妨在供给层面探索多样化

设计 ， 尽快让民众查询更加触手可

及 。 比如 ， 一些普及率极高的手机

App， 同样会提供网页版、 小程序 ，

供不同偏好的用户选择使用， 做到随

用随走、 毫无负担。

综合北京青年报、 新京报等

（业勤 整理）

线上字典大都打着“在线新华字

典” “在线现代汉语词典” “字典

网” 等旗号， 看似高大上的“老字

号”， 实则多为“李鬼字典”， 多为未

获得授权的仿冒产品。 比如， 《新华

字典》 和《现代汉语词典》 的出版机

构是商务印书馆， 但目前网页端存在

的所谓“在线新华字典” “在线现代

汉语词典” 之类网站并未获得商务印

书馆授权。

“新华字典” “现代汉语词典”

虽是未注册商标， 但属于公众广泛知

晓的“国民品牌”， 其蕴含的知识产

权等合法权益依然受法律保护。 《商

标法》 规定： 为相关公众所熟知的商

标， 持有人认为其权利受到侵害时，

可以依照本法规定请求驰名商标保

护； 就相同或者类似商品申请注册的

商标是复制、 模仿或者翻译他人未在

中国注册的驰名商标， 容易导致混淆

的， 不予注册并禁止使用。 “新华字

典” “现代汉语词典” 符合未注册驰

名商标的认定条件， 之前也有法院的

判例认定“新华字典” 属于未注册驰

名商标。 在未获得权利人授权的情况

下， 一些字典网站使用“在线新华字

典” 等标识， 或者在搜索推广环节使

用“在线新华字典” 等名义， 均构成

商标侵权行为。

同时， “李鬼字典” 还构成傍名

牌行为。 《反不正当竞争法》 明确：

经营者不得实施“擅自使用与他人有

一定影响的商品名称、 包装、 装潢等

相同或者近似的标识” 等混淆行为，

引人误认为是他人商品或者与他人存

在特定联系。 某些字典网站擅自使用

与“新华字典” “现代汉语词典” 等

相同或近似的名称或标识， 容易引发

市场混淆、 公众误认， 构成仿冒行

为， 妨害了公平竞争。

在线“李鬼字典” 踩踏了诚信底

线以及多条法律底线， 扰乱了市场秩

序， 既侵犯了相关权利人的权益， 也

侵犯了消费者的权益。 绝不能让在线

“李鬼字典” 误人子弟， 亟须对其进

行咬文嚼字式治理。 新闻出版、 市场

监管、 网信等部门应以问题为导向，

加大对在线“李鬼字典” 的治理力

度， 全面查处清理仿冒字典、 侵权字

典， 曝光“李鬼字典” 名单， 同时监

督在线字典依法依规运营， 严把质量

关， 严控差错率。

近日，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

接到一位细心听众的反馈， 反映在使用

某款自称“新华字典在线字典” 的网站

时， 发现多音字读音错乱频出等问题。

媒体调查发现， 一些在线字典网站打着

“新华字典” 旗号， 吸引用户点击访问，

但实际提供的内容错误百出， 有的字音

字形有误， 有的词语释义不当， 提供的

例句更是前言不搭后语。

在线“李鬼字典”误人子弟，亟须治理

不妨让网上查《新华字典》更方便

观
点

近日， 山东龙口市的郑女士在网上

吐槽称， 9 月份开学以来， 孩子所就读

的幼儿园给家长连发三份调查问卷， 其

中一份问卷约 120 道题。 相关问卷不

仅有 “您更喜欢男孩还是女孩” “家里

装修什么风格 ” 一类的 “离谱问题 ”，

还有一些明显在刺探隐私： 问家到学校

的距离， 父母具体用什么交通工具接送

孩子， 以及父母的单位、 职务、 家庭年

收入等， 让她感到被冒犯。

如此 “摸底” 孩子们的家长及其家

庭 ， 没有哪一位家长不反感 。 原因无

他， 这是对学生、 家长信息的 “越界”

采集， 潜伏着学生、 家长和家庭隐私信

息被泄露的隐患。 近年来， 学生、 家长

信息被幼儿园泄露给儿童摄影机构、 幼

小衔接培训机构等情形， 并不少见。 依

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规定， 收集个人信

息 ， 应当限于实现处理目的的最小范

围， 不得过度收集个人信息； 收集个人

信息应当遵循合法、 正当、 必要和诚信

原则。 龙口市这家幼儿园的调查问卷，

恐怕违反了这些规定。

而且， 对学生家长的交通工具、 单

位、 职务、 家庭年收入等情况 “摸底”，

幼儿园与老师是否会以调查表作为参照

标准， 差别化地对待学生？ 这些年来，

对于类似调查， 早有家长担心幼儿园或

学校可能因 “财” 施教———对家庭经济

条件好、 社会地位高的学生另眼相待、

照顾有加； 说不定在这些家长中， 还有

得罪不起的家长， 知己知彼， 方能减少

幼儿园或学校的麻烦。 如此拨着算盘进

行“摸家底”式调查，有可能隐含着教育

功利化的倾向， 违背有教无类地公平对

待所有学生的立德树人要求。

对家长的质疑， 龙口市相关方面解

释 ， 该调查问卷属于某大学的科研项

目。 就算如此， 该科研项目调查问卷是

不是从科学角度设计问题、 有没有考虑

伦理问题 、 设计问题会不会冒犯到家

长， 这些依然存疑。

这起 “摸家底” 式调查再次表明，

应将幼儿园、 学校采集学生家庭信息加

以规范， 明确哪些家庭信息可以采集，

哪些家庭信息应该谨慎采集， 哪些家庭

信息不能采集， 并赋予家长拒绝权。 如

此做的好处是， 在个人信息泄露事件频

发的当下， 可避免学生及其家庭信息被

更多地泄露， 可保护一些学生的敏感心

灵和隐私权， 一些家庭经济条件不好、

社会地位不高的家庭子女， 往往不愿让

更多人知晓其家庭状况。 而进校园的调

查问卷则应更优化、 更严谨、 更科学，

广泛征求家长意见， 教育部门和学校也

应严格把关。

120道题“摸底”家长，校园调查须严格规范

□ 何勇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