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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我国电动汽车
将基本实现“城际出行无忧”

记者15日从国家电网公司获悉，该公司计划到
2020年建设电动汽车公共充电桩12万个，建成覆盖
京津冀鲁、长三角地区所有城市及其他地区主要城
市的公共充电网络；在目前已建成的全球最大智慧
车联网平台基础上，接入充电桩300万个，基本实现
电动汽车“城市内畅行无阻，城市间出行无忧”。

“到2020年以后，电动汽车很可能跨越它交通工
具的属性，成为未来能源系统的一个基本单元。充电
桩将成为连接新能源和电动车两个万亿级市场的结
点。”国网电动汽车公司董事长江冰说。

“未来如果把国内所有车载动力电池连起来，就像
一块巨大的海绵，可以吸收掉整张电网多余的电量。”
江冰表示，将通过智慧车联网平台挖掘电动汽车的储
能价值，使电动车在合适的时间、地点充放合适的电
量。这不仅能使电网更智慧、更安全，还将给广大车主
带来更多收益，并更好推动绿色能源发展。 据新华社

黑龙江调查“雪乡导游宰客”视频
已确认涉事旅行社及导游

近日，一段以“雪乡导游卖套票”“女导游称游客
是‘羊’”等为题的视频在网络上广泛流传。黑龙江省
旅游委15日回应称，涉事旅行社为哈尔滨康华国际
旅行社有限公司龙腾四海分公司和导游商某某，事件
目前正在调查中。

在网络流传的视频中，该名导游称“中国雪乡这
个地方，一年12个月，它只营业3个月，所以经常有
人说的一句话‘九个月磨刀，三个月宰羊’，谁是羊啊，
大家都是羊”“所有的票我只打在一张单上，只需要花
费1680块钱就可以了……你不去，它是不可以的”等
等，引发网民热议。

黑龙江省旅游委表示，事件发生后已第一时间组
成调查组对涉事旅行社和导游进行调查，目前调查正
在进行中。调查结果将及时向社会公布。省旅游委相
关负责人同时表示，如查实，将对相关企业和个人严厉
处罚，对旅游市场违法违规行为坚决打击。 据新华社

教育部推出首批490门
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教育部15日召开新闻发布会，推出首批490门
“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作为互联网和高等教育结合的产物，大规模在线
开放课程（慕课）近年来迅速在世界范围兴起，这种新
型课程及教学模式打破了教育的时空界限、学校的围
墙，颠覆传统大学课堂教与学的方式。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介绍，首批“国家精
品在线开放课程”入选课程以本科教育和高等职业教
育公共课、专业基础课、专业核心课为重点，其中有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课、创新创业课以及思想政治课程，
入选的课程质量高、共享范围广、应用效果好、示范性
强，从整体上代表了当前我国在线开放课程的最高水
平。490门课程中，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
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高校为主建设的344门课程入
选，占比70.2％。 据新华社

近日，贺女士通过“去哪儿”APP购买一
张从杭州飞往北京的机票。选定航班班次、
填完个人信息后，她用一张储蓄卡付款。

由于此前该卡并未绑定“去哪儿”，她按
照要求填写了姓名、身份证号、银行预留手
机号码，之后收到一条6位验证码短信。贺
女士认为这只是验证信息，但输入后惊讶地
发现，竟在瞬间被动完成了交易，第三方平
台从银行账户划走了1000多元机票钱。

“支付难道不需要支付密码吗？怎么
能只凭一个短信验证码就直接划款？”贺女
士说，整个过程平台从未提示这是在进行
支付交易，也没有明显提示输入验证码即
为确认支付。

重庆罗先生一个月前在携程网订机票
也遇到类似情况。没有要求输入支付密
码，几千元就被划走了。“我当时就联系银
行和携程。双方回复说有合作，不管金额
大小，直接闪付不用输密码。”

记者致电“去哪儿”客服，对方称，这就
是“去哪儿”网购票的一般流程。不需要支
付密码这件事，属于用户和开户行之间的
事，“我们平台再智能也不可能从银行直接
把钱划走的”。

既然平台号称跟自己没关系，那么是

否是银行的责任呢？记者致电贺女士储蓄
卡发卡行工商银行客服。工作人员表示，
经用户同意，工行网银等支付渠道是可以
开通300元以下的小额免密支付的，其他
都需要支付密码或者网银密码。“但是，和
第三方平台签订相关协议后，是可以授权
平台通过其他方式验证、完成支付的。”

记者在“去哪儿”APP上发现，在支付界
面下方有一行字体非常小、默认自动勾选的
规则。打开后发现，共有19条细则，其中第
五条规定：“您认可和同意：输入个人信息进
行交易即视为您确认交易和交易金额并已不
可撤销地向系统发出指令，银行或第三方支
付等金融机构将根据您的指令从您绑定的银
行卡中将您确认的交易资金划扣给收款人。”

业内人士表示，这是通过银联完成的认
证支付，是手机支付的一种方式。如果勾选
相关选项，即认可、授权可通过一些验证方
式，如通过手机短信等完成认证支付等。

这种支付方式的安全性如何？记者使
用一部他人的手机，分别登入携程和“去哪
儿”进行购票操作。由于该手机已分别在两
个APP中绑定了银行卡，记者在根本不知道
该卡密码的情况下，仅凭借一条验证码短
信，就顺利购买了一张500多元的机票。

不用支付密码几秒钟就被划走上千元

毫不知情的情况下
几秒钟就被划走上千元——

用购票APP
“免密支付”的风险有多大？

春运大幕拉开，手机购票因便利快捷受到越来越多用户青睐。近日，有消费者发现，在一些购票APP
上购买机票时，只填写一个手机短信验证码就可以完成交易。

这种“无主动授权、无醒目提示、无支付密码”的“三无”购票支付方式，遭不少网友吐槽“缺乏安全感”。

记者发现，“去哪儿”平台的做法并非个
例。在各类投诉平台和网络论坛，对此类购
票APP“免密支付”的吐槽很多，有不少消费
者大倒苦水，称对于无需支付密码就可完成
交易的所谓“授权”毫不知情，因此被盗刷钱
财的屡见不鲜。

中国电子商务投诉与维权公共服务平
台曾接到一位上海用户对购票网站“格瓦
拉”的投诉，称其免密支付无醒目提示。

“整个过程没有任何窗口弹出告诉我是
免密支付，没有经过我任何授权。”该用户
称，客服告知这是上海银行“上银快付”的特
征，不需签约不需密码即可支付。但从消费
者角度，即使第三方支付的小额免密，也应
通过窗口提醒、要求授权获得通过。

在免密支付的问题中，消费者常常在
毫无察觉的情况下被强行默认勾选授权，

是另一个被诟病的“霸王”做法。
记者在“去哪儿”APP上发现，尽管其规

则上说明“输入个人信息进行交易即视为向银
行或第三方支付等金融机构发出指令扣款”，
但并未明确告知消费者这个行为无需输入密
码。而且，该授权协议已经被平台默认勾选。

记者还发现，平台还存在“霸王条款”
嫌疑。“首次绑卡支付后，以后每次使用该
卡支付，视同已经阅读并同意该规则。”这
就意味着，消费者如果首次支付时没有点
开该规则阅读，之后就再也没有机会看到
该规则了。

虽然免密支付客观上方便了消费者，
但也增加了被盗刷的风险。杭州市民徐先
生告诉记者，去年12月，他的手机曾被同宿
舍同事马某盗走，马某利用小额免密支付
功能盗刷了4000余元。

无主动授权、无醒目提示、无支付密码，“三无”支付隐患大

一些提供免密支付的机构称，他们大
多会通过技术手段和业务控制最大限度地
保证支付安全，比如通过反欺诈系统监测
用户的交易行为并对异常交易进行预警，
通过数字证书技术保证交易设备和交易过
程的安全，对商户进行严格筛选等。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消费者有
权根据自己的需求、意向和兴趣，自主选择
自己满意的商品或服务。专家表示，消费
者对支付途径同样有知情权，可以选择是
否进行该途径的支付，商家不能采取较为
隐蔽的方式，直接替消费者勾选“默认”，这
涉嫌侵犯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和知情权。

北京德和衡（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程
学林表示，目前支付方式多样，必须充分保
障消费者的知情权。交易平台有义务引导
消费者进行选择，告知消费者支付风险，在
交易过程中对支付步骤作出明确提示，保
障消费者的支付安全。

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曹磊表
示，便捷快速的网上支付方式是未来大势
所趋，但目前快捷型支付还有很多问题亟
待解决，包括怎样更好地保障用户隐私、优
化安全系数等，同时还要有兜底方案，完善
补偿机制。

据新华社

尽快提升快捷支付的安全性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