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息“黑洞”怎么偷？
看个文章，你的隐私就被窃取了

刷视频、看网文、发评论……
小心！有人在偷你的隐私
信息“黑洞”疯狂窃取个人资料
有平台号称一天处理100亿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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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抽奖连环套疯狂敛财
“一天流水20亿元”

最近，有关手机抽奖引发消费陷阱的投诉接连不断。记者发现，在

电子发票第三方服务平台“诺诺网”开发票，提交发票信息之后，页面会

自动跳转至“大转盘”小游戏。点击抽奖，系统随即提示“抽中大奖”，奖

品是“200元话费券”。然而记者购买后，并没有任何话费到账，也没有

看到200元的话费券。客服表示：“优惠券一共有30张，充200元减10

元的券10张，充100元减5元的券20张。”记者发现，需要充值4000元

话费才能用完这些话费券，并且最快需要15个月。

经调查，该广告推广由兑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负责。记者奔赴杭

州，找到了兑捷科技的主要控股方——兑吧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负责

人表示，这是他们公司目前获利最高的业务。“投100万元当天回150万

元，这几个板块的业务客户，已经接近于疯狂。”话费券使用周期长，多

数人领取一两个月后就遗忘。商家正是利用这种遗忘和疏忽，抓住海

量“沉默用户”的空子，悄然敛财。除了开发票，生活中还有很多扫码场

景都能植入他们的广告，比如停车场扫码付费。此外，还有一种白酒推

广业务，两箱原价63元/箱的白酒被宣称价值4700多元，最后以398元

的价格卖给消费者。

诺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毫不避讳地承认，200元话费券、自

动续费以及白酒推广，这类业务本质上就带着诱导属性，甚至还有欺诈

嫌疑，“基本上一天的流水在20亿元左右。”

眼下，在一些平台热推的短视频评

论区里，仔细翻看就会发现，这些留言中

都在反复出现一个高频词——“电子

签”。“借5000元、借1万元的，很多人还

真借到了。”用电子签在陌生人之间借钱

的方式，真的靠谱吗？

2025年年初，洪先生和王女士急需

资金周转，在网络上找到了愿意放款的

人。洪先生在借贷宝平台、王女士在人

人信平台，按照放款人要求，分别签署了

具有法律效力的欠条和借条。洪先生

称，自己向放款人借款5000元，实际只

收到3500元转账，可平台欠条上的借款

金额却登记为5000元，短短7天，就要额

外还1500元利息，洪先生这才意识到，自

己遭遇了赤裸裸的高利贷和“砍头息”！

王女士在人人信平台借了30000

元，到账14000元，扣除了16000元，说

是利息。用电子签借钱，最终却借出了

一个高利贷。

记者发现，在借贷宝平台签了正规

的电子签协议，打了电子签的欠条，但

实际交易的时候，真正的交易却不在平

台上进行。多位在借贷宝、人人信这些

电子签平台上签条借款的人告诉记者，

即便遭遇了放款人的高利贷和暴力催

收，由于不清楚其真实身份信息，根本

没办法起诉。

人人信的一位产品经理告诉记者，

目前他们平台上的放款方，很多都是通

过做假账号来规避法律风险的，目的

就是让受害人找不到起诉对象。

骚扰电话背后的“黑产链”
智能机器人一天打10万个电话

这一年多来，互联网上出现了很多所谓“外呼”业务的广告，这些外

呼公司的核心业务，就是帮助商家向手机用户拨打自己的营销电话，市

场上俗称“电销”。这些外呼公司打着“高效触达用户”“精准拓客”等旗

号，招揽生意，甚至还宣称可以通过AI智能机器人拨打营销电话。

按照广告宣传的资料，记者走访了多家外呼公司。目前，一台外呼

智能机器人一年的使用成本在一万元左右，平均每天可以拨打上千个

电销电话，工作效率远超人工客服。

优音通信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称：“今天打10万个电话，10万电话

一次打100个，一次打200个，差不多这样去打。”

记者在多家外呼公司了解到，这些从事外呼业务的公司，都是从虚

拟运营商购买的“小号”，这些号码没有实体手机卡，也不需要进行实名

认证，因此，目前市场上的这些电销行业都是普遍采用虚商手机号来进

行外呼业务。

借贷宝道歉：落实整改
15日，借贷宝相关负责人对记者表示：对央视“3·15”晚会报道

提及的相关问题，公司高度重视，立即成立整改小组，彻底解决业

务、管理上存在的问题，继续主动与警方配合严厉打击不法分子，

更好保护用户权益，恳请社会各界监督。公司向所有受影响的用

户及公众致以诚挚歉意，并将以最大决心落实整改。

最新进展

央视“3·15”晚会曝光

近年来，互联网上出现了很多“精准

获客”的广告，声称通过这种“大数据获

客软件”，商家可以精准获取海量目标人

群的消费习惯、手机号码等信息。根据

推销信息，记者找到了一些公司。

在云企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人

员说，他们的获客软件能够将商家想要

的关键词设为标签，软件会自动在选择

的短视频平台上扫描评论区，一旦发现

与标签词相关的评论，就会强行抓取这

个用户的电话、微信账号等信息。

此外，这款获客软件还能帮助商家

监控和偷取自己同行的直播带货数据，

去对方的直播间“截流和引流”。

在绿信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人员告

诉记者，他们的这些软件都是用爬虫技

术，偷取消费者个人信息的。在宣称

“拥有 20亿条精准人群画像”的企腾

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他们的获客软件名为“火眼云”，已

经卖给了很多企业：“像土巴兔之类的，

口腔现在有一个拜博，医美的比如说

美莱”。

工作人员介绍，“火眼云”还可以偷

取企业公众号的关注用户或微信群成员

的手机号码，只要点击阅读过、转发过企

业公众号文章的用户手机号码也会被偷

取。

在调查过程中，知情人还告诉记者，

市场上现在最厉害的“获客”公司，不仅

仅是在互联网上偷数据，还能使用手机

的三网通信大数据进行获客。

在一份宣传资料上记者看到，这家

公司将个人用户分为9种类型，个人标

签达到3800项，网站2亿多个，互联网

品牌6万个，每日处理数据量达到了100

亿条。

启科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介

绍，他们的“三网大数据”，是指三家电

信运营商的数据。一番核对后，记者发

现启科科技通过运营商大数据偷取到

的个人数据信息，都是真实无误的。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是通过“精准通

客户管理平台”，上面显示的正是某电

信运营商后台的实时数据。就这样，通

过这款软件，海量用户信息都被这成百

上千的数字标签打上了记号，成为待售

的商品。

在评论区向陌生人借钱？
起底“电子签”高利贷：到账14000元，利息16000元

获客软件轻易偷取消费者个人信息。（视频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