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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关注

●网民认为搜索引擎上最为普遍的侵权
现象是“搜索到假冒网站或诈骗网站”

●在购物过程中，“网络水军或虚假评价”
的侵权现象最为严重

●在网购渠道方面，网民认为“不明来源
的购物APP”风险最大

●在使用即时通信工具过程中侵权现象
主要集中在“收到病毒信息”“收到‘钓鱼’信
息”“收到商业信息”和“收到色情信息”

●在使用电子邮箱过程中，“收到含有欺
诈内容的邮件”这一侵权现象最为严重

●“垃圾信息多”是网络游戏和网络社交
工具中主要的侵权现象

●互联网金融产品中“夸大产品收益率”
是最为普遍的侵权现象

●85.5%的网民遇到过网站“诱导用户点
击”的现象，这在对网民选择权和知情权的侵
犯中最为严重

●“无法关闭广告信息”“手机、电脑中有
些软件不知怎么来的”“预装软件无法卸载”等
侵权现象十分突出

□据《新京报》

近期，中国互联网协会对
外公布了《中国网民权益保护
调查报告（2015）》（以下简称
《报告》），引发了外界对中国网
民个人信息安全的关注。《报
告》显示，近一年来，因个人信
息泄露、垃圾信息、诈骗信息等
因素，导致网民总体损失约805
亿元。

专家指出，随着网络安全
法（草案）公布，并向社会公开
征求意见，中国网民的个人信
息安全有望迎来“保护伞”，网
络空间“侵权易、维权难”的局
面有望改变。

●截至2015年6月，我国网民
规模达6.68亿，互联网普及率为
48.8%

●公民个人信息被出卖非法
获利、被不法分子利用，从事电信
诈骗等活动事件频发，网络个人

信息安全备受挑战
●近一年来，网民因个人信息

泄露、垃圾信息、诈骗信息等，导
致总体损失约805亿元，人均124
元，其中约4500万网民近一年遭
受的经济损失在1000元以上

●78.2%的网民个人身份信
息被泄露过，包括姓名、学历、家
庭住址、身份证号及工作单位等

●63.4%的网民个人网上活
动信息被泄露过，包括通话记录、

网购记录、网站浏览痕迹、IP地
址、软件使用痕迹及地理位置等

●82.3%的网民亲身感受到
了个人信息泄露对日常生活造成
的影响

约4500万网民近一年损失千元以上

普遍存在的侵权现象

《中国网民权益保护调查报告（2015）》发布

诈骗、泄露、垃圾信息
致网民年损失约805亿元

78.2%的网民个人身份信息被泄露过

●最严重的是“冒充银行、互
联网公司、电视台等进行中奖诈
骗的网站”，占比达76.3%

●其次是“ 冒 充 10086、

95533 等伪基站短信”和“冒充
公安机关、卫生局、社保局等
公众机构进行电话诈骗”，占
比都超过半数

网民遭遇到的典型诈骗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