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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两会期间，中移动广东公司总经理

徐龙代表提出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安

全法》，从立法宗旨、监构、法律责任等方面

规范信息使用和管理活动。

工信部也设立了“2321 网络不良与垃圾

信息举报受理中心”，鼓励用户通过短信、邮

件、微博等 8种渠道，主动举报垃圾信息。 值

得注意的是，日前有消息显示，工信部已表

示要开展为期 3 个月的端口类短信群发业

务清理整顿专项行动，要求 5 月底前建立垃

圾短信拨测机制，并要求通行管理局成立省

内垃圾短信治理工作小组。 除了加强垃圾短

信自查自纠工作，和对涉嫌违规的垃圾短信

群发业务进行处罚外，工信部还要求各省联

动，建立垃圾短信拔测处罚机制，责成基础

电信企业追溯发送源头。

360公司副总裁李涛向记者表示，中国垃

圾短信的防治需要政府、运营商、安全厂商、

用户以及媒体多方参与，缺一不可，才有可能

对垃圾短信黑色产业链形成致命的打击。

每万条诈骗短信

就有 5 人上当

专家呼吁短信立法遇“难产”

工信部将整饬短信群发业务

地读大学的女儿电话：“回家过节的火

车票订好了但钱不够，要汇 500元。 ”她

赶到附近银行，手机响了，是一条来自

陌生号码的短信：“款还没有汇吧？ 以前

那张卡的磁条坏了，你把钱款汇到以下

账户……”看完短信，单女士没多想就

汇了款，回电给女儿后才知道上了当。

警方透露，最近还发现不法分子在

短信中使用“房东”的关键词，给被害人

发短信，骗取所谓的房租。

谎言三：

可复制他人 SIM 卡窃听

正在和男友闹矛盾的吴小姐看到

手机上“专业复制手机 SIM 卡，可全天

候监听、 监控他人手机短信或通话内

容。咨询电话 652*****”短信，信以为真

的她便拨通了对方的电话，很快，对方

就打来电话，来电显示竟是自己男友的

手机号码。 这回吴小姐彻底相信了，先

行支付了 1000 元的制作费， 但钱汇出

没多久，对方电话又来了，说是还需要

购买一部配套的手机，需 12800 元。 吴

小姐咬咬牙，把钱汇了过去。

然而，接踵而至的是对方表示为了

防止信息泄露，需要保证金，并威胁吴

小姐如果不支付的话，就要将这个信息

告诉其男友，无奈吴小姐又将 1 万元分

两次转入对方的账户。 不久后，骗子的

电话又打来，要求吴小姐再支付一笔巨

额的保密费，无法承受的吴小姐只好向

公安局报了案。

警方说，其实在没有原卡的基础上

想要复制一张相同的 SIM 卡是不可能

的。 一旦被害人与骗子联系后，后者便

利用“号码随意显”的电脑软件，将想要

复制的手机号码显示在被害人手机上，

骗取被害人信任，要求被害人缴纳所谓

的制作费、加密费等骗取钱财。

（据《新闻晚报》）

无论是层出不穷的“汇款通知”还是半夜响起的“午夜凶铃”，越来

越多的垃圾短信正成为手机用户的噩梦。过去的十几年，垃圾短信在中

国虽人人喊打，却愈演愈烈，已升级为“全民骚扰”，难道“根除垃圾短

信”真是个无解命题吗？多位业内专家呼吁，希望难产的《通信短信息服

务管理规定》尽快出台。 日前，工信部表示要开展为期 3 个月的端口类

短信群发业务清理整顿专项行动， 要求 5 月底前建立垃圾短信拨测机

制，并成立省内垃圾短信治理工作小组。

中国的垃圾短信问题究竟有多严重？ 1

小时能发 108 万条， 每天至少四五百万条，

一个月就能发出上亿条垃圾短信， 而这还

仅仅是一个小型群发垃圾短信公司的能

力。

在刚刚结束的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

议上，人大代表、广州市公安局政治部人事

处副处长陈伟才透露了这样一组数据：广州

2011年短信诈骗警情达 2.7万宗，比 2008 年

上升 60%。 北京的短信诈骗情况更为严重，

立案数量是广州的两倍多。 全国短信诈骗案

件 10万多起，经济损失达 40多亿元。

而国内安全厂商 360 公布的数据显示，

2011 年全年，360 手机卫士拦截短信总量突

破 100 亿条，其中冒充亲友欺诈、中奖钓鱼

诈骗、虚假慈善捐款等恶意欺诈短信占比高

达 24%。而全国 10亿手机用户面临的垃圾短

信总量已超过千亿条。

“对于诈骗短信，一般人不会相信，但据

抓获的犯罪分子供述，发一万条短信就有五

六人上当。 ”陈伟才表示，这样的撒网成功率

依旧令人咋舌。

业内知名通信专家付亮接受记者采访

时表示，几年前工商总局就说要出台商业短

信管理规定，至今无结果。 正是垃圾短信目

前在法律层面的界定尚属空白，才使部分企

业有恃无恐。

记者查阅相关资料发现，早在 2005 年 9

月，信产部就对外透露正制定《通信短信息

服务管理规定》，预计“将在两个月内出台”。

这当时被称为中国首部短信法，将从法律法

规层面上予以健全， 明确未经手机用户许

可， 擅自发送商业性质广告属违规行为，发

送者须受到相应惩处。 直到 2008年，信产部

电信管理局网络信息安全处负责人仍表示

“正在制定”，2009 年时“正在报批”，随后便

再无声音。“难产的原因，在于工商总局对短

信业务了解不够，工商和工信部之间一些细

节上又很难有效沟通。 ”付亮告诉记者。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符启林表示，我国垃

圾短信治理需要“综合立法”。 如在《广告法》

中进一步明确对广告的定义、类广告信息的

发布、 散布垃圾信息的认定等问题的规定，

增加垃圾短信惩治内容；在《个人隐私保护

法》中进一步明确公民在通信服务中应享有

的权利；对于一些严重侵害公民个人信息安

全与隐私权，并造成重大损失的行为，有必

要通过刑法来惩处。

据记者了解， 根据垃圾短信类型的不

同，发送者赚钱的方式也各不相同，但基本

都离不开一个“骗”字。 目前，最为常见的垃

圾短信类型有三种：欺诈型短信、广告型短

信与误导型 SP 短信。 借助一种名为“短信

猫”的群发工具，诈骗成本每条只要 2分钱。

据了解， 群发公司所需的硬件相当简

单，只需要几台“短信猫”提供群发功能，以

及便宜的短信包月套餐卡。“短信猫”是一种

GPRS发射器， 连在安装了配套群发软件的

电脑上后，可以同时向几十名到几百名用户

发出短信，用不了多久就可以制造出成千上

万条垃圾短信。 在成本上，“短信猫”这种群

发装置便宜的只要数百元，发送量大的“高

级猫”基本也在 2000元以内。

在短信发送成本上，普通手机短信每条

0.1 元，但如果使用短信包月套餐卡，每条垃

圾短信的成本就只需要几分钱。 某些特殊的

短信卡价格更加便宜，价值 100 元的卡可发

送 5000 条，每条短信的成本只有 0.02 元，而

这种卡在出售“短信猫”的地方，经常会有搭

配出售。

目前，运营商对这种垃圾短信有着明确

的限制手段，但无奈“敌人太狡猾”。 通常，运

营商会对垃圾短信采取数量限制措施，例如

每天一个手机号码最多只能发送 100 条短

信，如果有号码发送短信异常，数量特别多

而且集中，会采取 7 天内禁止该号码再发送

信息的处罚，但群发公司只要购入多张卡轮

换用就可以轻松避开该限制。

上海警方揭秘

垃圾短信三大谎言

“专业复制手机 SIM卡，可监控他人手机通

话”、“妈，我以前那张卡的磁条坏了，你把钱汇

到这个账户吧”、“您有一份社保待遇补贴金未

领取，今天下午是最后期限”……垃圾短息不仅

让人头疼，更可能包藏祸心！

29日，记者从上海警方了解到，作为电信诈

骗的传播途径之一， 各种诈骗短信不断翻出新

花样，其诈骗目的都指向市民账户里的存款。 警

方提醒市民，如果收到有诈骗嫌疑的短信，可直

接转发 12110短信报警号码。

谎言一：

“社保卡补贴”即将过期

前不久，金女士收到一条陌生短信，称其社

保待遇补贴金尚有 2800 元未领取，今天下午是

最后期限，逾期不候。

心急的金女士马上与对方联系， 一名自称

是社保局工作人员的女子接了电话， 要求金女

士前往 ATM机进行补贴操作。金女士急匆匆来

到 ATM机前按照对方的电话指示操作，其实这

是在向对方账户转账。

操作完毕后，“工作人员”再次打来电话，称

金女士操作出现故障， 让她换张银行卡领取补

贴，金女士却下意识地查询了银行卡余额，发现

里面的钱竟然变少了， 而缺少的金额恰好是先

前她输入的所谓验证码———5000。 金女士这才

知上当了。

警方表示， 此类垃圾短信诈骗主要由不法

分子冒充社保中心工作人员， 通过发送短信给

被害人，谎称被害人有一笔社保补贴未领取，让

被害人到银行的 ATM机上操作领取补贴，实际

上是利用转账操作实施诈骗。

谎言二：

“朋友的朋友”要求汇款

不法分子以群发的方式， 随机向

当事人发送“款还没有汇吧？ 以前那张

卡的磁条坏了， 请你把钱款汇到以下

账户……”的短信，如果被害人正打算

汇款或因拖欠别人钱款，收到短信后，

便可能将钱贸然汇入骗子提供的银行

账号，这是近期沪上的真实案例。

家住宝山的单女士日前接到在外

垃圾短信钓鱼成功率为万分之五

短信立法酝酿多年遇“难产”

工信部宣布整顿短信群发业务

产业链大起底

“短信猫”群发每条成本 2分钱

心提示

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