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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鬼李鬼””APPAPP频骗财频骗财
专家建议严惩研发者和经营者专家建议严惩研发者和经营者

广东法院与社区矫正系统广东法院与社区矫正系统
首次联网办案首次联网办案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许接英 通讯员

全小晴 王励）近日，广东法院办案系统与

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系统首次联网，并

成功办理首案。此举打破了社区矫正系

统“信息孤岛”的现状，实现社区矫正信息

共享、业务协同、网上办案，为探索社区矫

正工作数字化、信息化和智能化迈出坚实

步伐。

项目启动当天，茂名高州市人民法

院、高州市司法局在一起醉驾案中，首次

使用办案系统完成了被宣告缓刑的被告

人张某的交付衔接。承办法官钟胜告诉

记者，“法院办案业务系统与司法行政机

关社区矫正系统无缝对接，实现了社区矫

正智能化数据融通，节省了跑腿送达时

间，减轻基层工作负担。”

据了解，系统联网还可实现拟宣告

缓刑被告人的委托调查评估、执行变更、

终止矫正等功能，同时全程留痕、关键节

点预警，有效防止社区矫正对象脱管、漏

管，促进基层社区矫正工作规范化，为保

障社区安全稳定、推进社会综合治理提

供智能支撑。

另据了解，广东作为全国法院与司

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信息化联网试点

省份，试运行工作已在佛山、东莞等地

同时启动，并将根据试运行情况在全省

铺开。

深圳福田法官走进校园深圳福田法官走进校园
普及防性侵法律知识普及防性侵法律知识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王艳 通讯员吴

丽娜）12月3日，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

开展了“法官进校园之好法官讲好故事”

宣传活动，组织少年家事综合审判团队法

官和社工走进百花小学，举办“保护我们

的身体”主题讲座，普及防性侵法律知识，

近200名师生参加了活动。

主题讲座上，法官黄婷通过趣味问

答引导孩子们理解身体“警戒线”，借助

漫画深入浅出地讲解性侵害的定义和表

现方式，结合法律法规普及了国家为防

范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而出台的相关保

护措施，并通过讲解典型案例让同学们

对性侵害有了更为直观的认识。社工在

互动交流中设置不同情景，教导孩子们

识别性侵行为的方法、防范性侵的策

略。据了解，这些社工来自深圳市鹏晨

社会工作服务社，也是福田区人民法院

新型多元化家事纠纷解决机制改革力量

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法官提出如何保护自己的问题，

学生们争先恐后地回答：“如果他们做

了让我们感觉不舒服的行为，或者触摸

隐私部位，一定要坚决拒绝，并且告诉

爸爸妈妈！”“不能搭乘陌生人的便车，

不能喝陌生人给的饮料。”有的学生还

总结出其中的共性：“面对关系不密切

的亲戚时，或者在参加体育、舞蹈等课

外班时，要提高警惕。”

11 月初，张文柏在浏览网页时不

小心点到广告，下载了“淘宝天猫优惠

券”APP。刚开始他没在意，但在每天

3、4条“9.9元包邮”“无门槛通用50元

券”“每日半价”“疯抢排行”消息推送

下，他好奇地浏览起来。

仔细对比淘宝 APP，这款 APP 图

标红色背景正中间写有“天猫淘宝”字

样，宣传语上写着“一家专门提供天猫

淘宝内部优惠券的购物APP”，页面设

计跟淘宝几乎一模一样，而且 APP 的

下载量也不小。下载页面内网友评论

“下载这么多，就这个靠谱，真有优惠”

“好用顺畅，就是在淘宝上买东西，值

得推广”……经过一系列细节的“比对

鉴定”，张文柏认为此款APP可信，于

是下单购买产品，最终还是中了招。

梳理媒体报道发现，类似的案例在

全国多地屡见不鲜。早在2015年，360

公司发布的《安卓手机应用盗版情况调

研报告》显示，在抽取的10305款正版

APP样本中，平均每款正版APP就对应

了92个盗版APP。而到了2018年，360

公司发布的《2018年双十一网购安全生

态报告》显示，1个月时间内虚假仿冒主

流购物 APP 的数量接近 4000 个，“李

鬼”APP呈现愈演愈烈之势。

下单后 10 天内显示

“已揽件”，15天后显示商品

“已下架”，20天后没收到商

品，维权投诉时，却被品牌

商家告知没收到订单。今

年“双11”，沈阳的张文柏网

购时遇到“李鬼”APP，不仅

被骗了购物款，还经常接到

各类推销电话。

手机购物、挂号看病、

处理罚单、生活缴费、买火

车票……随着移动互联网

的发展，APP 数量越来越

多、应用越来越广。但“李

鬼”APP真假难辨、禁而不

止，已成为威胁“指尖安全”

的一大隐患。

网购APP以假乱真防不胜防

“打击高仿 APP 仅靠消费者小心

是不够的，这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多

管齐下。”辽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

所所长王磊说。

在沈阳大全律师事务所律师邢燕

看来，应用市场的把关至关重要。《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四条规定，网

络交易平台提供者明知或应知销售者

或服务者利用其平台侵害消费者合法

权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依法与该销

售者或服务者承担连带责任。“手机应

用市场要严格审核，把高仿 APP 拦在

门外，尽到审核、安全保障的义务，否

则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加大追责处罚力度，有利于治

理乱象。”王磊建议，公安、网信、市场

监管等职能部门强化联合执法，依法

严惩高仿 APP 的研发者和经营者。

轻则以不正当竞争行为追究责任，重

则根据不同情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

息罪、盗窃罪等追究刑事责任。此

外，还要对整改不力的应用商店予以

处罚。

（摘编自《工人日报》）

山寨APP改头换面逃脱惩罚

目前，APP 制作门槛并不高，网

上很多 APP 制作商家都能提供一站

式、全套服务。APP 做出来了怎么

上线、有没有监管？“应用市场为赚

服务费、追求流量和数据的光鲜，往

往疏于甄别。”在 APP 技术开发行业

从业 4 年的袁义透露，应用市场在

对上架的 APP 进行审核时，机器审

核只进行病毒和兼容性测试，人工

审核只审名称、内容是否违规。而

对 APP 名称、图标、宣传语等内容是

否存在模仿，多数应用市场审核并

不严格。

为了整治 APP 乱象，我国成立了

12321 网络不良与垃圾信息举报受理

中心，一些应用商店甚至在下载页上

设置“一键举报”，可直接发送举报信

息到工信部 12321 平台。然而，高仿

APP 常常“改头换面”，下架后重新上

架。高仿 APP 的研发者、经营者并没

有受到严厉的处罚。

“指尖安全”需要多个部门强力执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