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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项公安交管新措施更加便民利

企，大数据“杀熟”“自动续费”等问

题进一步治理规范，新修订的公司法完

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7月，一

批新规开始施行，更完善的法治，护航

美好生活。

8项公安交管新措施更加便民利企
8项公安交管便民利企改革新措施7

月1日起陆续实施：60个城市试点推行

机动车行驶证电子化；群众在办理补换

领牌证等交管业务时可自主选择快递上

门服务方式；跨省异地办理摩托车注册

登记等业务的申请人，可凭居民身份证

“一证通办”……新措施实施后，预计

将惠及上亿群众，大大减少办事成本。

治理大数据“杀熟”规范“自动续费”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实施条例》7月1日起施行。条例对大

数据“杀熟”“自动续费”等问题进行治理

规范。条例规定，经营者不得在消费者

不知情的情况下，对同一商品或者服务

在同等交易条件下设置不同的价格或者

收费标准。经营者采取自动展期、自动

续费等方式提供服务的，应当在消费者

接受服务前和自动展期、自动续费等日

期前，以显著方式提请消费者注意。

新修订的公司法完善中国特色现代
企业制度

新修订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7月1日起施行。新修订的公司法完

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弘扬企业家

精神，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发展，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法治保障。

互联网政务应用优先使用实体机构
名称

《互联网政务应用安全管理规定》7

月1日起施行。规定要求，一个党政机

关最多开设一个门户网站。互联网政务

应用的名称优先使用实体机构名称、规

范简称，使用其他名称的，原则上采取

区域名加职责名的命名方式，并在显著

位置标明实体机构名称。

规范电力市场行为
《电力市场运行基本规则》7月1日

起施行。规则调整完善了相关表述，完

善电能量、辅助服务交易等定义和交易

方式，细化风险防控相关要求。规则明

确，电力市场运营机构按照“谁运营、

谁防范，谁运营、谁监控”的原则，履

行市场监控和风险防控责任，对市场依

规开展监测，接受电力监管机构监管。

进一步促进银行业金融机构提升信
贷管理能力

《固定资产贷款管理办法》《流动资

金贷款管理办法》《个人贷款管理办

法》7月1日起施行。三个办法调整优化

受托支付金额标准，结合信贷办理线上

需求，明确视频面谈、非现场调查等办

理形式，适配新型融资场景。同时进一

步强化信贷风险管控，推动商业银行提

升信贷管理的规范化水平。

充气式游乐设施应有漏气故障等报
警监测装置

新修订的强制性国家标准《充气式

游乐设施安全规范》7月1日起实施。针

对充气式游乐设施易倾覆的问题，新标

准提出，充气式游乐设施应有内部空气

压强监测装置，一旦出现意外漏气故

障，能够及时报警。

(新华社北京6月29日电记者齐琪)

直播带货是互联网行业的风口，不

法分子却将其视为牟利的“摇钱树”。

记者调查发现，一些机构精心设计直播

培训圈套，诱骗不熟悉互联网的中老年

人入局，利用其急于赚钱的心态，许之

以虚假高利诱惑。不少中老年人在环环

相扣的套路下，跌入课程合同陷阱，损

失钱财数千元甚至数万元。

花了几千元，啥也没学到

不久前，广东深圳的张华（化名）发

现，独居北京的母亲突然不断找自己要

钱。仔细一问才知道，母亲从去年底开

始，陆续买了三期“某某学堂”的直播

带货培训课。

张华说，妹妹刚考上大学，母亲想

多赚点钱补贴家里，听信对方宣传“快

速回本赚钱”的话术后交了学费，总共

花了6000多元。记者查阅课程发现，所

谓的培训课总是刚起讲就草草结束，每

节课仅10多分钟甚至几分钟。“我妈学

完还是不知道怎么直播带货，找授课老

师追问也没人回复，才发觉上当了。”

张华说。

记者调查发现，中老年群体遭遇直

播带货培训陷阱的情况较为普遍。多名

受害者透露，除了交学费，“老师”在

课上还不断推销剪辑素材和工具。受害

者赵倩（化名）说：“宣传时承诺免费

使用的视频素材包，实际需要加钱购

买，我在诱导下花400多元买了一个剪

辑小程序，最后啥也没学会。”

在“黑猫投诉”平台搜索“直播

培训”可以发现，相关投诉有 1万余

条。投诉者普遍反映恶意诱导消费、

培训内容与宣传不符、退费难等问

题，其中不少受害者是中老年人。“中

老年人不熟悉互联网，辨识能力较

弱，容易上当。”重庆志和智律师事务

所律师杜培说，部分培训机构注册地

与经营地分离，资金汇入不同账户，

加剧了维权难度。

不少机构以“学员已浏览课程”

“课程进度已不满足退费要求”为由，

拒绝退费。“到维权时我才明白，为啥

他们总催我赶紧看课，我有时没顾得上

及时看课，他们就不停打电话催促。”

赵倩说。

张华在替母亲维权时，对方也以

“课程已学完”为由拒绝退费。她加入

了专门针对“某某学堂”的维权群，群

内近200名受害者都有类似遭遇，其中

大部分是中老年人。

环环相扣的消费陷阱

虚假直播培训如何一步步诱使中老

年人深陷其中？记者在相关机构暗访发

现，其中套路环环相扣。

第一步，高利诱惑。在短视频平

台，多家机构以“短时间学会技能”

“抓住风口挣钱”等噱头吸引用户，引

导用户关注微信公众号，派专人通过私

信发送宣传文案，推送“零基础免费实

操课”直播链接。

在一堂名为“某某老师弟子班”的

免费培训课上，近700人涌入直播间。

课程刚开始，“老师”就作出承诺：“教

会你们所有短视频直播变现方式，3天

就能快速挣钱，10天回本，1个月稳定

收入至少 6000 元，涨粉 10 万至 20

万。”“老师”向观众展示的微信聊天记

录显示，短视频平台官方正在下任务、

寻找主播，给出6000元底薪加额外提成

的诱人薪酬。

记者暗访多个类似直播间发现，机

构的所谓“承诺”贴心诱人，比如声称

“包教包会”“课程质量由专家把关”

“一个月内达不到效果无条件退款”

等。“老师”还分享高龄学员成功案

例，“激励”中老年学员们加入“快速

赚钱”行列。

第二步，饥饿营销。“已经报名了6

个弟子，大家抢最后几个名额！”在

“某某老师弟子班”课程最后，“老师”

称，自己只“一对一”带10名弟子，且

名额需要抢购，“直播间福利价 3997

元，官方再补贴1000元，仅2997元就

可以抢占珍贵席位”。

为了让中老年人更快上当，此类机

构在售卖课程时，会在直播间评论区直

接贴出机构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二维

码，扫描后，“老师”会“贴心”引导

观众打开支付链接缴费报名。

第三步，合同陷阱。在“某某老师

弟子班”课后，记者尝试同报名“老

师”沟通，对方为引诱记者付款，“许

诺”以1997元的“最低门槛价”售卖课

程，并称“后续赚钱了再补差价”。记

者询问合同细节，对方以“公司隐私”

为由拒绝提供。反复追问下，对方发来

一份缺少甲方机构名称和公司公章的在

线文档表单，直播间里所承诺的一些服

务也不在其中了。

该“合同”的“退款条款”指出，

乙方报名后，即获得所报名课程的学习

资料或视频后，则视为甲方已履行完毕

合同义务；除甲方自身原因要求解除或

者终止本合同、乙方有充分的正当原因

之外，乙方不得以其他理由申请退款。

法律人士分析，按照此“合同”约

定，甲方义务仅包括提供视频产品，未

作出任何学习收效和观看收效的承诺，

消费者几乎无权以经营者未依照“合

同”履行义务为由要求退款。

提高维权意识，加大打击力度

受访法律专家认为，此类虚假直播

培训虚构盈利前景，诱使中老年人缴纳

培训费用，可能构成民事欺诈，情节严

重的，还涉嫌刑事诈骗。近期，上海、

天津等地警方已开始查处打击非法直播

带货培训机构。

重庆市委党校教授方旭说，此类作

案团伙利用老年人鉴别能力不足的特

点，将他们从大平台引流到私域，以致

脱离平台的保护与监管。许多人发现被

骗后，害怕给家人添麻烦，又担心被取

笑或说教，选择忍气吞声，放弃维权。

此外，知识付费有其特殊性，培训

内容是否注水往往不易界定。杜培说，

界定的主要依据是机构在宣传阶段是否

作出虚假承诺，而机构往往采取直播形

式宣传引流，不少中老年人缺少留存证

据的意识，造成后期维权困难。

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季立刚建议，

消费者要警惕带有引诱性质的宣传语，

并注意留存证据，如果不幸被骗，应主

动求助消费者权益协会等机构。相关监

管部门要用好用足市场准入、行政指

导、行政监管和行政处罚等权限，并加

强联合执法，依法重罚相关机构的实际

控制人和大股东，坚决斩断虚假直播带

货培训利益链。

（半月谈记者赵宇飞周思宇参与采
写：杨芊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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