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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电信网络诈骗法》12月1日起施行

突出个人信息保护和打击境外犯罪

○打防并举，构建全方位治理体系
  《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的第六条、第七条明确了
电信网络诈骗的治理主体，即国务院负责建立反电
信网络诈骗工作机制，统筹协调打击治理工作；地方
各级人民政府组织领导本区域内反电信网络诈骗工
作，开展综合治理，对于反电信网络诈骗工作，由公
安机关牵头，金融、电信、网信、市场监管等部门在各
自领域内负责反电信网络诈骗工作，并承担风险防
控的责任。《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第二章、第三章、第
四章对各自业务范围提出了更为细致、规范的要求，
以实现对电信网络诈骗活动的综合治理。
  对于宣传和预防工作，《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规
定了以各级政府、教育行政、市场监管等部门作为义
务主体负责反电信网络诈骗宣传工作，以增强老年
人、青少年的防骗意识和识骗能力。
○突出对个人信息的保护
  电信网络诈骗的背后往往伴随着个人信息泄露
的问题。大量、长期的非法获取、提供公民个人信息
等违法犯罪行为助长了电信网络犯罪行为。《反电信
网络诈骗法》第二十五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
为电信网络诈骗行为出售、提供个人信息；第二十九
条规定，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依照《个人信息保护
法》的规定，加强个人信息的保护，建立个人信息被
用于电信网络诈骗的防范机制。
  由此可见，《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是在《民法典》
和《个人信息保护法》之外，针对电信网络诈骗的特
点，对个人信息的保护提出了新的补充规定，进一步
完善了我国公民个人的信息保护制度。
○强调对境外电信网络诈骗的打击
  《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明确规定，对于电信网络
诈骗活动的打击同时适用属地管辖和属人管辖原
则。即在中国境内实施的、中国公民实施的及针对
中国公民实施的诈骗行为，《反电信网络诈骗法》都
可以适用。为了加强国际合作，《反电信网络诈骗
法》还规定了国务院公安部门等会同外交部门加强
国际执法司法合作，打击遏制跨境电信网络诈骗活
动。此外，对前往电信网络诈骗活动严重地区人员
或因从事电信网络诈骗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员，需采
取限制出境的措施，以降低其再犯罪的可能。
○加大惩处力度，落实多层次法律责任
  《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第六章对参与电信网络诈
骗或提供帮助的主体、电信业务经营者、银行业金融
机构、非银行业支付机构、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
服务提供者等机构的法律责任进行了详细规定。
  对于上述机构违反本法者，需视其情况承担不
同维度的责任。其中，对于组织策划参与电信网络
诈骗活动的，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若违
法行为尚不构成犯罪，可以适用罚款、拘留、没收违
法所得等行政处罚手段。      本报综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以下
简称《反电信网络诈骗法》）9月2日审议通过，自12
月1日起施行。《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共分为总则、
电信治理、金融治理、互联网治理、综合措施、法律
责任和附则，共计七章五十条。

  近年来，随着计算机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以电
信网络诈骗为代表的新型犯罪持续高发。与传统诈
骗不同，电信网络诈骗中犯罪分子并不与受骗者直
接接触，而是通过电信网络手段与受骗者远程交流，
具有较强的隐蔽性，导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存在侦
破难、取证难、资金查控难的困境，如果无法在第一
时间紧急止付或账户冻结，被害人的损失很难挽回。
  以往关于电信网络诈骗的立法规定较为分散，
存在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行为精准打击不足的问
题。另外，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行为不能仅立足于事
后打击惩治，更应重视源头预防，实现标本兼治的效
果。在此背景下，《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应运而生。

出台有何背景与意义

这次立法有何特色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常方方
  孩子在家上网课，接触电子产品的机会增多。11
月30日，记者了解到，寿光公安接到几起因买卖游戏账
号被骗的警情，经初步了解，被骗的人中半数以上是学
生群体。
  近日，寿光市公安局连续接到多起因买卖游戏账
号被骗的警情。11月27日6时14分，小李在网上买卖游
戏账号被骗400余元；11月28日9时46分，小王在网上找
游戏代练被骗300元；11月29日15时20分，小文在闲鱼平
台买卖游戏账号被骗400元……
  小王在家用母亲的手机上网课，网课结束后便用
手机玩游戏。后来有人联系小王，询问其需不需要游
戏代练，可以用最短的时间成为游戏玩家。小王听后
便信以为真，他想着那样就能在同学面前炫耀。小王
给对方转账300元，本以为可以跟着对方学打游戏，可
等再联系对方时，却发现已经被拉黑。

■提醒
  孩子在家，偶尔玩玩网络游戏，但孩子防范意识较
差，在网上遇到一些情况时，很容易被骗，家长一定要
“多个心眼”，设置不同的开机密码和支付密码，开机密
码可以告知孩子，但支付密码一定不要告诉孩子，谨防
诈骗分子乘虚而入，并引导孩子尽量少玩游戏。如果
发现被骗，要第一时间报警。

孩子玩网络游戏

家长要当心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常方方
  如果你接到陌生电话，对方称是防疫人员，并告诉
你是密接者，你会信吗？近日，潍城区的冯女士就接到
了这样的电话，最终被骗2万余元。
  近日，潍城区的冯女士接到一个自称是“青岛疫情
防控中心”工作人员的电话，说冯女士是“沈阳市新冠
肺炎阳性病例”的密接，需要隔离。冯女士告知对方她
并未去过沈阳，对方称给冯女士转接“沈阳市公安局”
进行核查，便将电话转接到所谓的“沈阳市公安局”。
  电话转接后，“民警”告诉冯女士，她涉嫌一起重大
诈骗案件，需要其提供所有的银行卡号进行调查，冯女
士有所怀疑，“民警”便让冯女士下载某APP开启视频
通话，“民警”给冯女士看了工作地点及通缉令，冯女士
以为真的被牵扯到案件中，十分害怕。
  “民警”让冯女士将所有资产转到“银监局”进行清
查，之后又以查看征信为由，让她到一些软件上进行贷
款。随后，冯女士一步步落入对方圈套，并往指定“安
全账户”转账2万余元。

■提醒
  诈骗分子冒充防疫人员进行诈骗，该案例也是诈
骗形式的一种，对方先自称是防疫人员引起冯女士的
注意，在她坚持称自己并不是密接者后，诈骗分子又转
换套路，用别的形式进行诈骗。诈骗分子冒充防疫人
员诈骗的形式多种多样，按照不同人员进行变换，所以
市民接到这类电话时，不管怎样都不要相信，不要落入
对方骗局。
  潍坊公安提醒市民，如果接到以“00”“+”开头的自
称是“疫情防控中心”或“卫健委”工作人员的电话，不
要相信，更不要点击不明链接和扫描一切可疑二维码，
谨防误进钓鱼网站，泄露个人信息；防疫工作人员不会
索要银行卡账号、密码、验证码等信息，若有任何关于
“流调”、“健康码”异常等疑惑，请及时联系居委会、派
出所寻求帮助；当接到所谓“客服”来电，遇到包裹丢失
赔付等问题，须通过官方平台谨慎核实对方身份并对
相关情况咨询确认；公检法机关不会通过电话、网络等
途径进行办案，更不存在所谓的“安全账户”；如遇诈骗
请及时拨打96110咨询报警。

这种诈骗套路深

千万别上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