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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热点

山寨公众号、高仿APP、“AI算命”、“赚钱”APP……

这些互联网乱象消失了吗
山寨微信盗取语音诈骗，高仿APP陷阱多多，“AI算命”披着科技外衣“吸金”，一些APP号称看新闻就能“赚钱”……今

年以来，“新华视点”栏目陆续曝光了一些网络乱象。如今这些问题整治得如何了？“新华视点”记者就此做了追踪。

4月，新华社播发《不少人已中招！山寨

微信留“后门”，盗取语音来诈骗!》，揭露一些

人利用山寨微信实施诈骗活动。

微信团队表示，山寨微信就是一种微信外

挂软件，简单来说就是未经许可、擅自篡改微

信客户端数据的第三方软件。此类“山寨微

信”功能看似方便，实际上却被一些人用于狂

发恶意营销广告、骚扰信息等，更严重的是被

一些不法分子利用，实施各种违法诈骗活动。

今年 8月，广东省公安厅组织广州市公安

机关打掉一个制作、倒卖、使用微信外挂软件，

从事微信账号买卖、养号业务的特大新型黑客

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 44
人，缴获涉案微信号约 65 万个，

涉案金额约 1041万元。

记者近日在某电商平台搜索

“微信”后发现，依然有一些店铺大

量售卖“微商专用”“营销专用”微信，

价格 30元到 200元不等。店铺卖家

告诉记者，只需购买付款后，就把安装

微商专用微信的地址链接发过来，“可

以一次开 5个微信号、一键转发语音、修

改定位，永不封号。”

山寨微信：依然有人在大量售卖

11月，新华社播发《这个“李鬼”很危险！

小心高仿手机 APP》，揭露高仿 APP背后的黑

色产业链，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记者注意到，一些地方网信部门关停下架

了一批 APP，其中不乏山寨 APP。
然而，作为山寨 APP 下载重要来源之一

的应用市场，依然在为一些山寨 APP 的扩散

提供便利。

在一些手机应用市场中，官方 APP 的标

识不明显，用户难辨真假。例如，记者在安

智网检索“12123”“北京公交”“个人所得税”

等关键词，只有后者注明了“官方”字眼，而

其余两款应用的检索结果，山寨与正版仍无

法有效区分。在应用汇等应用

市场，检索上述三个关键词，官

方 APP 甚至没有显示在结果里，

不少下载量高达三四十万次的山

寨应用仍然存在。在这些 APP 的

用户评论区，许多使用者留言“根

本用不了”“软件是骗人的”等。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吴沈

括认为，各应用市场作为平台方，应进

一步完善自身内部审核机制，对入驻应

用软件提交的信息尽到法定和约定的审

查、登记、检查监控义务，从源头治理山寨

APP问题。

高仿APP：一些被下架，一些仍然存在

9 月，新华社播发《“算命是假，算钱是

真”——揭秘“AI算命”背后的生意经》，揭露

一些微信公众号、小程序等打着科技算命的幌

子，干着灰色吸金的生意，引发社会关注。

近日，记者对此追踪发现，被曝光后不少

此类公众号、小程序已停止运营，但也有一些

仍在变着花样玩互动测试，以达到流量变现目

的。

在网上检索关键词“AI算命”可以发现，

包括“AI面相算命”“智能 AI运程解析”“AI面
相科学研究院”“AI易经转运”等多个公众号

已显示经多人投诉后被停止使用。但与此同

时，命理类微信公众号在移动端仍然大量存

在、层出不穷，如“AI 云看相”“AI 命
理”“AI智能相面大师”等。

记者发现，有的命理类微信公众

号变得更加隐蔽。例如，有的虽然名

称上不再突出“AI算命”，看似改行主

打心理测试、爱情测试、趣味测试等内

容，实际上却把命理类测试打包放在

“精选测试”中。换了一个马甲，干的还

是违规“吸金”的老一套。

业内人士表示，对待“走灰色地带”

“打擦边球”的网络迷信经营行为，要加强

监管和网络空间治理，坚决惩治违法违规

行为。

“AI算命”追踪：有的停止运营，有的更加隐蔽

5月以来，新华社先后播发《号称“看新闻

能赚钱”，真相原来如此……》《刷视频、走路、

打字都能挣钱？——部分“赚钱”APP真相调

查》，关注各类号称看新闻、刷视频、打字、走路

能“赚钱”的 APP，引起强烈社会反响，稿件中

点名的部分 APP 目前已被各地网信办、市场

监管局等部门约谈、查处。

记者调查发现，虽然相关部门已在进行查

处，但各类“赚钱”APP仍层出不穷，频繁在网

络上打广告，吸引大量用户下载安装。

记者在多个手机应用市场中看

到，一些“赚钱”APP花样更新，“赚钱”

的名目变得更多。除了此前报道中提

到的看新闻、刷视频、打字、走路等方式，

看小说、转发文章、问卷调查、甚至是睡

觉“赚钱”，模式层出不穷。

专家建议，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还

要加强对各类“赚钱”APP 的运营资金监

管，防止平台出现“跑路”现象，损害用户权

益。③4 据新华社电

“赚钱”APP追踪：改头换面花样频出，监管仍需跟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