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企业年报需缴费？

市监总局：谨防受骗

每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

经营主体应当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

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管部门报送上一

年度年度报告， 并向社会公示。 随

着年报季来临， 年报诈骗分子也悄

悄开始活跃起来。 在此， 市场监管

总局温馨提醒： 年报不收费， 大家

要增强防范意识， 谨防“年报诈

骗”。

不法分子的诈骗手段多种多

样， 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一是冒充

市场监管人员， 声称年报和信用修

复需缴费。 不法分子通过打电话、

发短信或加微信等方式， 联系企业

和个体工商户， 声称其未进行年报

申报或信用存在问题， 要求缴纳一

定费用以进行信用修复或完成年

报。 有的还发送含有链接的短信，

要求输入银行卡号、 支付费用。

二是制作虚假入口和交易平

台。 不法分子在微信等社交媒体上

制作虚假的年报入口或交易平台，

诱导经营主体点击并填写相关信

息， 从而骗取银行卡账号、 身份证

号及密码等重要隐私信息。 三是发

送含有非法链接的诈骗短信。 四是

利用不明来源的快递件进行诈骗。

不法分子邮寄到付快件， 要求企业

支付运费， 信件中包含所谓 《企业

年检公告》， 以企业年检过期为由，

责令其接受“年检”， 并支付费用。

五是第三方中介机构协议收费。 虚

假的第三方中介机构通过给经营户

发送信息， 要求签约协议并支付钱

款进行年报， 从而骗取费用。

（来源：“市说新语”微信公众号）

“限高令”有新政？

官方：谣言！

近日， 短视频平台频出“限高

令新政” 的相关视频， 称“有内部

途径， 被限制高消费人员不用还款

也能正常买机票、 高铁票”。 视频

发布者中， 不乏有被认证为律所及

法律咨询公司的账号。

记者发现， 这些所谓的“工作

人员” 普遍套用了两三层不同身

份， 打着普法视频的幌子， 向被限

高的被执行人宣传自家的买票服

务。 尽管每条视频发布几个小时后

便会删除， 但下方评论仍有近百人

留言咨询。 近日， 最高人民法院执

行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关于“限高

令新政” 一说实属谣言， 相关视频

中信息均为不实信息。

最高人民法院执行部门表示，

法院从未出台过解除限制消费措

施， 或为不偿还债务的限高人员提

供长期“解限”的相关规定。 网上关

于对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

的被执行人解除限制消费措施等内

容均为不实信息。 针对通过“黄牛”

非法购票等手段违反“限高令”等行

为，最高法也将进一步加强与公安、

民航系统的沟通协作， 堵塞违规购

票漏洞， 避免被执行人利用各种非

法手段乘机。 同时，畅通举报渠道，

在全社会形成从源头治理被执行人

违反“限高令”行为的浓厚氛围。

（来源：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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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 “年轻人开始反向驯化‘大数据杀熟’” 的

话题引发热议。 “大数据杀熟” 是指在一些餐饮、 出

行平台上， 老用户反而享受不到优惠， 甚至价格更高。

不过， 一些年轻人开始尝试通过在评论区“哭穷” 等

手段反向驯化算法， 如频繁表达“太贵了， 买不起”

“我不打算买了” 等， 建立所谓的“人设”， 从而影响

算法推送。 这样的“攻略” 真能影响大数据吗？ “大

数据杀熟” 的问题如何根治？

  “用算法打败算法”， 越来越

多年轻人在评论点赞中积极表达，

主动寻求多样化的信息流， 建立

“人设”， 从而影响算法推送。 为了

不被“算法算计”， 不少用户还将

某社交平台账号头像换成了一只粉

色小恐龙， 并修改用户名为 mo－

mo， 通过相似的头像与 ID 以表明

自己是新用户。 此外， 也有人通过

无痕浏览、 时刻清理网页 cookie

来抹消自己的互联网痕迹， 使算法

“无处可寻”。 甚至有的年轻人选择

直接减少 App的使用时间。

关于“算法” 的讨论， 一直都

活跃在社交媒体上。 很多网友都表

示有相似的经历， 刚在微信和朋友

聊天聊到想买什么物品， 转头点开

其他平台便会精准看到相关物品的

广告； 在平台搜索了一个新话题

后， 随之而来的铺天盖地的相关推

送； 在自己经常光顾的网络平台

上， 一些商品或服务的价格总是比

别人高； 换个手机登录网购 App，

同一商品的价格居然会相差几十到

上百元……

浙江旅游科学研究院院长张

晓峰认为， 想要彻底根治“大数

据杀熟”， 不能只靠这些“小聪

明” “土办法”。 “互联网和算法

能够很快识别出用户的真实动机

和行为。”

11 月， 中央网信办等四部门

联合发布 《关于开展“清朗·网络

平台算法典型问题治理” 专项行动

的通知》。 该通知提出， 严禁利用

算法实施“大数据杀熟”， 并严禁

利用用户年龄、 职业、 消费水平等

特征， 对相同商品实施差异化定价

行为。

张晓峰建议， 政府和行业组织

需要制定相关标准， 将拒绝“大数

据杀熟” 和保护个人隐私变成一种

行业自律和企业自我治理的要求。

此外， 相关部门也应建立健全常态

化监督机制， 平台更应加强自律，

共同推进“算法向善”。

（来源： 中国之声、 北京青年

报、 湖南日报等）

互联网匿名与隐身成对抗算法新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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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机票太贵” 价格骤降2000多元？

  有媒体报道， 一名年轻人通过反

复评论“机票太贵了， 买不起， 不去

了” 后， 发现机票价格从 4309 元降

至 1903 元， 降价超过了 2000 多元。

然而， 多家旅游出行平台官方客服告

诉记者， 机票价格实时变动且受多种

因素影响， 即便这名消费者有反复评

论的行为， 也无法证明最终降价是由

用户所评论的内容决定的。

除了出行平台的减价“攻略”

外， 记者在社交平台上还看到了多条

外卖红包“攻略”， 在这些帖子下，

充斥诸如“某某软件， 我要卸载你”

“我真的生气了” “再也不用了” 等

评论， 并称如果卸载了软件， 过几天

重新下载之后， 会获得更多红包。

通过这些手段， 真能左右平台给

消费者设定的“人设” 吗？ 对此， 多

家外卖平台并未明确回应。 某平台客

服称， 平台发放红包是获客的常规操

作， 不会给消费者贴上所谓“标签”。

也有消费者反映， 不同的手机，

看到的价格各有不同。 “用两个手机

订外卖， 价格差好几块钱， 退出去再

进去， 价格又加了好几块。 网购也是

大数据杀熟， 账号不一样， 价格也不

一样。” 上述外卖平台客服表示， 所

谓价格差异通常是优惠券或促销活动

导致的， 如果出现同一产品的售价不

同， 可向平台投诉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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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单真能便宜？
“反向驯化大数据杀熟”引热议

记者在一投诉平台搜索发现，

有关“大数据杀熟” 的投诉累计

达 8167 条。 例如， 一位消费者反

映， 作为某平台的十年铂金会员，

她上周订的机票价格为 2510 元，

而在另一平台上， 作为新用户，

相同航班的票价仅为 2000 元。

这到底是差异化营销， 还是

“大数据杀熟”？ 专家认为， 从手

段上来讲， 二者的边界难以厘清，

但所谓差异化营销不能成为“大

数据杀熟” 的挡箭牌。

中国计算机学会计算机安全

专业委员会委员吕延辉表示， 所

谓的“大数据杀熟” 是指经营者

根据用户的年龄、 职业、 消费水

平等要素， “对人下菜”， 对相同

的产品设定不同的价格标准 。

“这就要求企业在追求技术创新和

业务发展的同时， 必须重视算法

使用的合规性和安全性， 防止损

害用户利益， 触犯法律法规。”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 北京

市电子商务法治研究会副会长朱

巍之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根治“大数据杀熟” 并不容易，

原因是按照现行法律， 平台推出

没有指向性的随机补贴， 以及差

别化调整折扣力度， 并不算价格

歧视。

到底是差异化营销还是“大数据杀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