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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拟定新规，互联网不能随意买卖黄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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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黄金新规来
袭，还能随意投资黄金吗？
日前，记者从上海黄金交
易所官网获悉，央行下发
《互联网黄金业务管理暂
行办法（征求意见稿）》（下
称《意见稿》），拟从金融机
构、互联网机构资质、信息
披露、投资者保护等多个
角度进行规范。其中要求，
在互联网黄金业务中，互
联网机构不得提供任何形
式的黄金账户服务等。那
么，《意见稿》对金融机构、
互联网机构和投资者会分
别带来怎样的影响？

划定多条红线

目前，两大互联网巨
头腾讯和阿里旗下产品均
提供对接金融机构的黄金
理财产品。其中，腾讯微黄
金系腾讯财付通与工商银
行合作，推出的在线黄金
交易服务。而支付宝的“蚂
蚁财富”页面下也提供了
博时黄金的购买入口，并

在推广页面中宣称“1元起
买”。与此同时，“黄金钱
包”这种黄金特色理财平
台也应运而生。

伴随着互联网产品的
风靡，非法黄金交易的风
险也受到了监管部门关
注。

5月8日，央行征求对
互联网黄金业务暂行管理
办法的意见。《意见稿》中
首先明确什么是互联网黄
金业务，“本办法所指的互
联网黄金业务，是指金融
机构通过自己的官方网站
和移动终端以及委托互联
网机构代理销售其开发的
黄金产品的活动。”

在16条征求意见中，
多条红线受到了市场人士
关注：一是互联网机构不
得提供任何形式的黄金账
户服务；二是不得提供黄
金清算、结算、交割等服
务；三是不得提供黄金产
品的转让服务；四是不得
将代理的产品转给其他机
构进行二级或多级代理；

五是不得向风险承受能力
不足的投资者销售黄金产
品。

治理互联网贵金属理

财乱象

在互联网机构资质上，
《意见稿》明确互联网机构
注册资本应不低于3000万
元人民币，且必须为实缴货
币资本，同时应具备熟悉黄
金业务的工作人员。

业内人士认为，此举
意在设定一定门槛，增加
风险抵御能力。

此外，《意见稿》还对金
融机构委托互联网机构代
理销售其开发黄金产品做
了规定。《意见稿》拟明确，
金融机构和互联网机构应
做好投资者信息保护工作、
互联网机构代理销售黄金
产品的宣传口径应与金融
机构官方网站和移动终端
的宣传口径保持一致等，进
一步对互联网黄金产品销
售进行规范。互联网机构

代理销售金融机构的黄金
产品，由产品开发的金融
机构一级法人主体向中国
人民银行总行备案。

“整体上，监管承认了
互联网黄金这个市场，为了
防范风险也设置一些门槛：
一个是3000万元的注册资
金，一个是有相关的从业人
员，但没有特别难以达到的
要求。”金融分析师、500金
研究院院长肖磊表示。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
心高级研究员孙长华认
为，央行此次新规有助于
治理互联网贵金属理财的
乱象，接下来可能会继续
整顿。他还指出，黄金是贵
金属的一种，除此之外，白
银也占据了贵金属交易的
很大份额。在整顿了黄金
之后，白银等贵金属势必
也将纳入整顿的范围内，
以防监管套利。

对商业银行利好

“对商业银行是一个

利好。”孙长华认为，此次
央行的规范对商业银行是
一个利好，金融机构特指
受一行两会监管的持牌经
营机构，这就排除掉了众
多野蛮生长的互金公司。
而对做市商资格的要求则
进一步限制在了若干家银
行身上。

《意见稿》显示，金融
机构和互联网机构应做好
投资者信息保护工作、互
联网机构代理销售黄金产
品的宣传口径应与金融机
构官方网站和移动终端的
宣传口径保持一致等，进
一步对互联网黄金产品销
售进行规范。

肖磊认为，规定未来可
能会对提供互联网黄金服
务的“上游”要求更高。“比
如说银行，可能会对其传
播、营销有一定的影响。”

短期内会给投资者带

来不便

对于征求意见的出

台，财经评论人皮海洲认
为，限制互联网金融机构
提供黄金账户服务，短期
内可能会给投资者带来不
便。

“互联网黄金市场越
来越火，但实际上规模相
比P2P市场还很小。可能会
对客户群体产生影响，因
为黄金还不是特别热的市
场，可能会有一部分客户
群体流失。”肖磊说。

记者随机采访了几
个普通投资者，不少均表
示接触过互联网黄金产
品。“买了两万元，亏了
450元。”小马（化名）告诉
记者，他就通过互联网配
置了相应黄金产品，目前
仍持有。

另一方面，也有投资
者坦承，因为对产品属性
了解不多又担心背后的风
险，“尝鲜”过后就选择了
卖出。“买过，感觉每天都
提心吊胆的，一个月后就
卖了。”

（据《新京报》）

张家界一些景区近日
再次陷入困扰：耸人听闻的

“缆车起火、17位游客变‘烧
鸭’”谣言又一次在网上出
现。一边是权威部门找到了
谣言根源、依法惩处了造谣
者并利用各大平台不停辟
谣，另一边，却是谣言依旧
在各大社群、点对点对话中
活跃。一条网络谣言，经过
反复辟谣，为何仍有旺盛的
生命力？谣言的生存和病毒
式传播的缝隙还有多少？反
复打击仍难肃清，消灭网络
谣言究竟难在哪里？记者进
行了调查。

缆车起火谣言反复发作

这两天，一条小视频
再次在社交软件中传播开
来。24秒的视频中，是一个
缆车轿厢燃起熊熊火焰，
冒出浓烈黑烟，画面下方
一段鲜红的文字写着：“张
家界吊缆，17位游客变烧
鸭。关在笼里，没有逃生机
会。”

“怎么又冒出来了啊？
去年开始就有人在网上乱
发这个小视频，平均每两
个月就能不同规模地‘发
作’一次。”张家界市委外
宣办、市政府新闻办主任

王建军深感无奈。
经查证，这个视频是

2015年3月发生在巴勒斯
坦的一起因游客在缆车内
燃放鞭炮所致的缆车事
故，被“张冠李戴”到张家

界。在各大网站、微博、微
信搜索“张家界 缆车 起
火”关键词即可发现，该谣
言已被张家界市政府、公
安部门等辟谣多次。

无独有偶，2017 年 2
月，一段“张家界索桥断
裂”的视频在各社交平台
被大量转发。视频显示，有
人员疑似从高处坠落造成
死伤，场面十分血腥。经公
安部门核实，此视频发生
在越南，因吊桥断裂致多
人坠落丧生。

张家界市公安局查明

此信息首发传谣者系四川
成都金牛区一名退休工人
聂某，专案组民警赴成都
将其抓获。聂某被张家界
市慈利县公安局依法行政
拘留10天。随后，公安部门

通过各大媒体对“张家界
索道轿厢起火”和“张家界
索桥断裂”两条信息辟谣。

但辟谣效果很有限。
“最早传播时我们就辟谣
了，但谣言不时沉渣泛起。
我们痛恨，又没有其他办
法。这些谣言的后遗症，不
是辟谣就可以弥合的。”王
建军说。

国外惨祸被拿来炮制

谣言

记者调查发现，轿厢

起火、索桥断裂等谣言小
视频病毒式裂变的能力惊
人，而且，造谣者出于吸
睛、猎奇或其他扭曲甚至
阴暗心理，把国外惨祸包
装后搞“本国化”或“本地
化”传播。记者在网络上搜
索发现，成都青城山、福州
云顶景区、广西凤山等景
区也“躺枪”。

截至记者5月10日发
稿时，在百度搜索“巴马凤
山”，第一条结果仍是“今
早巴马凤山出丧抬棺材过
木桥，桥断棺材连人一起
掉下河里”，点开视频，赫
然又是前文所述的越南那
次事故。

梳理不难发现，这类
病毒式裂变的谣言主要有
三大特点：一是画面、言语
极具冲击力，满足猎奇心
理，如熊熊烈火、血腥暴力
等元素；二是所含信息中
没有明显的地区标识，制
谣者可以轻易把谣言“本
地化”；三是主要靠点对点
接触式传播。

记者亲测发现，公号
文章的“投诉”选项中有不
实信息这一项，但在微信
对话框中勾选一条谣言，
却无法直接举报。一些受
访者认为，不能直接在对

话界面对谣言本身进行举
报，为谣言在各社交群、好
友间点对点传播打开了方
便之门。

多方合力方能“灭谣”

移动互联网时代，常
有虚假信息经网络放大、
迅速发酵，造成恶劣影响
和社会危害。受访公安人
员及专家分析，谣言之所
以难灭，主要因为“转得轻
易”“管得不严”“罚得太
轻”，亟须政府部门、互联
网企业、自媒体用户等形
成“灭谣”合力。

遏制“转得轻易”。
“潜在原因之一是部分人
缺少理性分析能力和甄
别能力。”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副教授李爱民认
为，谣言反复传播背后自
有其市场，应该加强引导
教育，促进公众媒介素养
提升。“传谣背后的公众
心理、社会心理也值得探
究。”湖南师范大学新闻
与传播学院教授、网络与
新媒体系主任燕道成建
议，着力解决各种现实问
题，以便铲除网络谣言传
播的社会土壤，从深层次
遏制谣言。

避免“管得不严”。受
访专家认为，社交平台企
业须担负更多社会责任，
加强技术能力、加大监控
力度，要加强对失实、虚假
信息的过滤，尤其在传播
前期要严格把关，如在点
对点、社群传播中发挥更
大作用，不要等谣言泛滥
再试图遏止。

改变“罚得太轻”。慈
利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
队大队长唐斌告诉记者，
网络谣言打击难度大、办
案成本高。在“张家界索
桥断裂”谣言办案过程
中，他和同事辗转江苏、
四川等多地，“只能一级
一级往上找，时间、经济
成 本 比 一 起 杀 人 案 还
高。”而形成鲜明对比的
是，尽管谣言传播时间长
达一年多，但造谣者仅被
行政拘留了10天。

目前，我国刑法、治安
管理处罚法等对散布谣言
有具体处罚措施，但燕道
成等专家认为，对数量庞
大、生命力旺盛的网络谣
言而言，处罚力度不够，违
法成本很低。因此，专家和
公安部门呼吁，加大对造
谣传谣的法律惩处力度。

（据新华社报道）

病毒式网络谣言如何消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