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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有效应对网络安全威胁和风险，保障网络运行

安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20日就《网络安全威胁

信息发布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社会意

见，对发布网络安全威胁信息的行为作出规范。

国家网信办有关负责人表示，当前，网络安全产

业迅猛发展，许多网络安全研究者和网络安全企业出

于提高公民网络安全意识、交流网络安全技术等目

的，积极向社会发布网络安全威胁信息，为维护国家

网络空间安全作出贡献。但是，网络安全威胁信息的

发布仍存在很多问题。为进一步规范网络安全威胁

信息发布行为，国家网信办会同公安部等有关部门依

据职责制定了这一办法的征求意见稿。

根据征求意见稿，网络安全威胁信息包括对可能

威胁网络正常运行的行为，用于描述其意图、方法、工

具、过程、结果等的信息；以及可能暴露网络脆弱性的

信息。

征求意见稿明确，发布的网络安全威胁信息不得

包含计算机病毒、木马、勒索软件等恶意程序的源代

码和制作方法；专门用于从事侵入网络、干扰网络正

常功能、破坏网络防护措施或窃取网络数据等危害网

络活动的程序、工具；能够完整复现网络攻击、网络侵

入过程的细节信息；数据泄露事件中泄露的数据内容

本身以及其他可能被直接用于危害网络正常运行的

内容等。

“上述网络安全威胁信息容易被恶意分子或网络

黑产从业人员直接利用，降低了网络攻击的门槛，因

此从维护网络安全的角度，要求发布网络安全威胁信

息时不得包含上述内容。”国家网信办有关负责人表

示，网络安全从业者、爱好者仍可通过多种方式加强

原理和技术研究，提高网络安全能力水平。

征求意见稿要求，发布网络和信息系统被攻击破

坏、非法侵入等网络安全事件信息前，应向该事件发

生所在地地市级以上公安机关报告。未经政府部门

批准和授权，任何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发布网络安

全威胁信息时，标题中不得含有“预警”字样。

□ 据新华社

一些年轻人落入“炒鞋圈”
多位金融专家认为，球鞋不容易储存，稀缺性没

有保证，消费者的喜好随时可能变化，还有很多假货

充斥市场，并不适合投资。商业推手采用金融杠杆

炒鞋，属于典型的“泡沫”，有的甚至是骗局。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 10 月中旬发布的金融

简报指出，部分第三方支付机构为炒鞋平台提供分

期付款等加杠杆服务，杠杆资金入场助长了金融风

险。记者调查发现，“炒鞋圈”的分期付款等金融加

杠杆服务仍然存在。

“之前在 get 等 App 平台上买鞋，付款时可以选

择分期，额度少则几千元多则几万元。前阵子开始

不支持分期付款，信用卡还可以用。”上海一位“95

后”炒鞋客告诉记者。

记者随机调查了 5 款 App 发现，“毒”“nice”

“Yoho!Buy有货”“get”这四个平台目前已经不支持

分期支付，而“识货”App采取导流模式，直接跳转到

淘宝店铺，仍然可以用花呗分期进行支付。

更隐蔽的是，“get”App在10月中旬虽然已经宣

布暂停“乐卡分期支付”服务，但在其合作方“分期

乐”的购物 App 上，“get 运动潮流专营店”在售的球

鞋仍然可以使用分期支付的方式。实际上，在“分期

乐”App上，在售的球鞋都可以使用分期月供的方式

支付，从2期到36期均有。

记者浏览一些论坛看到，选择分期方式炒鞋的

主要是一些手头资金不多的大学生。“刷信用卡然后

进行分期来炒鞋，最近行情不对，价格跌了不少，鞋

市好像要崩，每天精神都在崩溃边缘。”北京一位大

学生刘泽告诉记者。

炒鞋风险已开始暴露
记者加入“冲冲群”“一起扫货”等炒鞋群发现，

“中签”“破发”“高开低走”等炒股、炒期货词汇，已经

成了炒鞋客们交流鞋价行情的用语。在“nice”平台

上，用户可以看到自己的“当前市值”“当前盈亏”等

数据。

为了刺激交易，有的平台搞起了寄存模式。记

者在“Yoho!Buy有货”平台体验发现，购买一双球鞋

可以选择寄存服务，把鞋寄存在平台的仓库里。这

样，买家不必拿到实物，遇到涨价可以把鞋转卖给其

他人。在这种“鞋不过手”的炒作模式下，一旦出现

问题，用户将面临“财物两空”的风险。

“nice”等平台还推出预售模式，预售是 35 天内

发货，如果在规定的时间内，买方或卖方取消订单则

要交违约金，这就相当于购买“鞋期货”。记者在

“nice”上看到，一款 11 月 23 日才会正式发售的球

鞋，官方宣布的发售价为 1399 元，而平台上预售的

价格已经炒到了3000多元。

上海一位炒鞋客告诉记者：“预售就是赌未来的

价格走势。我前几天用1万多元的预售价格抢了10

双鞋，到正式发售的时候市场价跌到了 4000 多元，

亏惨了。”

“杠杆、期货、证券化，进一步放大了市场的交易

规模和流动性，也放大了参与者的风险。”上海金融

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刘远举说。

记者调查发现，炒鞋过程中还有不少“操盘

手”。一些有资金优势的庄家会伪装成专家来带节

奏，发布他们对何时买入、何时抛售以及球鞋行情的

判断。“庄家频繁买进卖出，拉升价格，诱导散户入

场，从而将囤货在高价时卖出。”一位收藏篮球鞋的

“资深玩家”告诉记者，“庄家炒热一些鞋款，带动更

多人闻风购买，使得球鞋市场出现大量泡沫。”

实际上，击鼓传花的金融风险已经开始暴露。

近期，几款热门球鞋的价格都出现明显回落。例如，

10 月中旬最新发售的一款耐克蓝丝绸球鞋，发售初

期被炒作到 1 万多元，但目前已经跌到 3000 多元。

11月以来，价格下跌的球鞋占比开始增多，价格较高

点跳水20%、30%已是常态。据相关统计，跌幅最大

的一款球鞋价格已经跌去将近90%。

炒鞋金融化需加强监管，净化新兴消费
上海市律师协会金融工具业务研究委员会副主

任叶峰新建议，应对鞋类交易平台加强监管，审查平

台的运营模式，严禁助长炒鞋风气的运营手段。

刘远举认为，国家对金融化的操作平台有严格

的信息披露和资格审查等要求。而目前这些把鞋证

券化的平台，由于是新兴事物，并没有相应的法律法

规来约束，很容易造成金融风险。

“应该在降低散户杠杆上做文章。”国浩律师（上

海）事务所合伙人朱峰认为，对于一些信贷资格不

足、还款能力明显较弱的消费者，金融机构在对其发

放消费贷时要严格审查其资质，使消费贷的发放环

节变得更加规范，严禁大量杠杆资金用于炒鞋行为。

“毒”App对外沟通主管昭阳回应记者称：“我们

认为鞋是一种消费品，不应该赋予金融属性。‘毒’

App平台业务从不支持无商品实物的类期货交易服

务，平台相关内容运营在注重内容合规的同时，从未

出现也不支持诱导用户炒作类内容。”

专家提醒，无论球鞋还是裙子等，年轻人有个性

化需求是正常的，但由于在法律和金融方面的知识

储备不足，并不适合盲目跟风投资。年轻人切勿跟

风炒作，指望炒鞋、炒裙子等牟利的投机心理不切实

际，容易落入陷阱，成为接盘侠。

网络安全威胁信息发布拟规定
不得含有恶意程序的源代码和制作方法

炒鞋能暴富？接盘侠们醒醒吧！
“一双鞋暴涨4倍”“炒币已经是老年人，未来是属于炒鞋和炒

裙子的！”……在财富神话的刺激下，炒鞋成为一场近乎疯狂的年轻

人逐利热潮，甚至出现“K线图”“云炒鞋”等金融花样。近期，上海、

深圳等多地监管部门相继提示要防范炒鞋热潮背后的金融风险。

记者调查发现，目前仍有多个APP平台存在炒鞋现象，参与者数量

多、交易量大、价格波动剧烈。有的平台仍然可以分期付款来炒鞋，

还有的平台花样翻新，出现预售、寄存等炒鞋新方式。□ 据新华社

娱乐场所电子游戏设备
非法定节假日
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

据文化和旅游部网站消息，文化和旅游部

近日印发《游戏游艺设备管理办法》。《办法》明

确，除国家法定节假日外，娱乐场所以及其他经

营场所设置的电子游戏设备(机)不得向未成年人

提供。

《办法》明确，除国家法定节假日外，娱乐场

所以及其他经营场所设置的电子游戏设备(机)不

得向未成年人提供。鼓励企业充分挖掘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价值内涵，积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研发生产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体现民族精

神、内容健康向上，具有运动体验、技能训练、益

智教育、亲子互动等功能的游戏游艺设备。

《办法》明确，禁止面向国内市场生产、进

口、销售、经营有存在安全隐患的游戏游艺设

备。游戏游艺设备不得含有下列宣扬赌博内容：

具有或者变相具有押分、退分、退币、退钢珠等功

能的；捕鱼机等以设置倍率形式以小博大的；老

虎机、转盘机、跑马机等由系统自动决定游戏结

果的等。

内容审核方面，《办法》规定，面向国内市场

生产的游戏游艺设备，生产企业应当向所在地省

级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提出内容审核申请，并提

交游戏游艺设备内容审核申请表、游戏游艺设备

内置音视频文件等材料。面向国内市场销售进

口游戏游艺设备前，进口单位应当向其所在地省

级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提出内容审核申请，提交

申请材料和进口该游戏游艺设备的独占性授权

经营协议。游戏游艺设备内容或者机型机种等

发生实质性变更，有因升级或者改版等导致内容

发生明显变化的、增加游戏项目的、外观明显改

变的等情形，应当重新向原审核机关提出内容审

核申请。

《办法》要求，面向娱乐场所或者其他经营

场所销售游戏游艺设备前，生产企业或者进口单

位应当在游戏游艺设备显著位置张贴“游戏游艺

设备电子标识”，并依照省级文化和旅游行政部

门确定的机型机种类别，标注“游艺娱乐设备”或

者“电子游戏设备(机)(除国家法定节假日外，不

得向未成年人提供)”字样。

《办法》明确，利用游戏游艺设备进行有奖经

营活动的，经营者应当向消费者提供来源合法、

内容健康、安全无害的奖品，不得以假充真、以次

充好，不得虚标价格。奖品目录等相关信息应当

报所在地县级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备案。游戏

游艺设备以概率性方式提供实物奖励的，经营者

应当在游戏游艺设备正面显著位置明示概率范

围。《办法》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

□ 据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