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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手机内置的语音
助手已成为人们生活中
的亲密伙伴，大家习惯于
让它完成报时、查询天气
等日常任务甚至与它聊
天解闷。 然而，近期多家
科技公司被曝光以智能
语音助手录制用户谈话，
再通过人工对语音做标
注和反馈，以训练语音助
手。 这意味着生活中的隐
私对话，可能在不经意间
被陌生人“窃听”。

日前苹果、亚马逊、谷
歌等公司已相继关停或
收缩人工语音分析业务。
但消费者对于科技公司
屡屡采取“马后炮”、而非
事先完全告知的做法颇
有诟病，对于隐私被泄露
愤怒不已。

本月初，英国《卫报》
报道美国苹果公司将部
分用户与智能助手 Siri 的
对话录音发送给该公司
全球范围内的承包商，用
于分析 Siri 反应是否合
理、服务是否到位。 尽管
苹果公司回应称只有 1%
的录音被用于分析，录音
长度只有“几秒钟”，但不
少用户认为难免会有涉
及位置、医疗信息、家庭
对话等敏感内容被泄露。
目前苹果已停止人工语
音分析业务，但在被曝光
前该公司并未在隐私政
策中告知这一操作。

无独有偶， 德国联邦
议院上月发布评估报告
称， 美国亚马逊公司的
“亚历克萨（Alexa）”语音
系统对用户有风险。 当地
媒体曝光该系统录制用
户谈话用于训练提升相
关产品。 对此上周亚马逊
在其语音助手设置中增
加了一个新选项，允许用
户选择自己的录音不被
“人工分析”，但这一选项
隐藏在隐私设置的子菜
单中，不特意选择往往留
意不到。

同在上月， 谷歌公司
也承认其雇佣的外包合
同工会听取用户与其人
工智能语音助手的对话，

用于让语音服务支持更多
语言、 音调和方言。 据比
利时弗拉芒广播电视台报
道，已有超 1000 个谷歌智
能助手录音内容被承包商
泄露。

人工智能类产品开发
非常依赖于数据， 数据量
越大越可训练出精确模
型。 从技术开发角度看，
收集更多语音数据的确能
帮助不断优化产品。 但在
未明确告知的前提下就抓
取数据， 这侵犯了用户的
知情权与隐私权。 而此次

“窃听”风波，更涉及真人
对用户对话的听取分析，
令消费者产生心理阴影。

专家认为， 对各种应
用程序（App）隐私条款的
授权， 消费者应谨慎对
待。 有些科技公司为收集
更多数据训练自家产品，
会通过后台偷偷启动摄像
头、 麦克风等方式窃取用
户数据， 或将授权使用协
议隐藏在冗长说明中。 一
些保护意识淡薄的用户往
往在安装 App 时都没仔
细阅读隐私授权条款就拉
到最后点“同意”，直到相
关新闻曝光后才惊觉数据
隐私被利用。

中国人工智能语音技
术公司思必驰首席运营官
龙梦竹说， 用户如果不允
许“默认开启麦克风”，这
种“窃听”其实无法实现。
对于那些压根没有语音功
能却要求授权麦克风使用
的应用程序， 消费者尤其
需要提高警惕。

“对用户来说，需要重
视 App 的授权和隐私说
明， 关闭不必要的授权，
这不仅对人工智能方向的
App 适用， 对所有产品都
适用，”龙梦竹说。

厂商本身也应加强
自律，需提前明确告知用
户数据可能被用作体验
改善计划，而不应该设置
为默认允许，因为“凡是
没有被用户清晰确认过
的默认行为，都涉及隐私
安全”。

（据新华社）

中消协律师团团长邱宝昌表示， 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规定， 经营者未经消费者同意或
请求，不得向其发送商业性信息。消费者可以
就相亲机构电话短信骚扰、 劝阻相亲者离店
等行为向市场监管部门进行投诉。 到店后如
果不签约不让走，必要时可以选择报警。

针对相亲中介市场消费陷阱， 西南政法
大学民商法学院教授侯国跃认为， 公平是合
同法的基本原则， 相亲机构在格式条款中设
置的不对等、不公平条款应属无效。相亲机构
在当事人没有看到合同具体条款、 未被告知
服务具体内容和价格的情况下就要求在 iPad
上签名，已涉嫌违法。当事人有权提出解除合
同，并要求退还费用。

“如果相亲者事后主张自己不知晓合同
内容，往往存在举证方面的困难，这也是维权
困难的重要原因。 ”侯国跃提醒，相亲者应强
化预防法律风险的意识， 提升自我保护的能
力。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刘俊海分析， 一些中
介机构重发展轻规范， 接到投诉时又往往以
“平台免责”的理由回避责任，致使消费者投
诉无门。

记者了解到， 相亲中介机构作为经营实
体，由市场监管部门登记注册，开展相亲婚介
服务则需经民政部门审批。专家建议，由民政
部门会同公安、 市场监管部门建立部门协作
机制，形成监管合力。 （据新华社）

“轰炸式”推销
“绑架式”签约
“凑数式”服务
———揭相亲平台消费陷阱

“短信电话狂轰滥炸”“不签协议想走难，上厕所都有人跟着”“推荐时说学历是本
科，见面变专科了”……近来，不少相亲者向记者投诉，部分开通了线上平台的相亲机
构在线下大搞“轰炸式”推销、“绑架式”签约、“凑数式”服务，严重损害消费者权益。

电话短信“轰炸”不断，到店不签约被营销人员困数小时

多位相亲者反映， 随手注册了相亲平台
账号，没想到引来“轰炸式”的电话骚扰和到
店不买服务想走难的噩梦。

广东的黎先生说， 刚注册完就接到平台
邀约到店的电话、短信，每天不间断，拒绝拉
黑都没用，还是会有新号码打进来。“他们一
直强调， 已经有女性会员看了我的资料很感
兴趣， 但其实我个人信息的部分什么都没
填。 ”

记者用手机号在几个婚恋平台分别注册
了账号， 当天就接到了各家销售人员的邀约
电话。 此后，记者每天都会接到 10 多个催促
到店面谈的电话和短信。 当记者表示不方便
接听电话时， 对方会在晚些时候持续打电话
骚扰。

“只要不答应到店、 不确定面谈时间，
对方就不挂电话。 ”深圳的李女士说，不堪
骚扰之下， 只好选择去店里看看。 说好的
“可匹配”对象没见到，却被“困”4 个多小
时，连上厕所都有人“陪着”。 在销售人员
的软硬兼施下， 李女士最后被诱导开通了

网贷，购买了 28800 元的相亲服务套餐。
记者以相亲者身份实地走访几家婚恋

平台的线下门店。“你等会儿看看我们给你
筛选的匹配对象，咱们再沟通。 首次到店签
约， 我还可以帮你申请 VIP，16500 元享受
28800 元的服务。 ”一名自称“店内相亲成功
率排名前三”的工作人员打出“优惠牌”，劝
说记者签约，并以查询信用为由询问并查看
了记者的花呗、 信用卡额度及还款情况，还
多次向记者暗示开通借呗等网贷来购买服
务套餐。

当记者表示无意签约时， 她叫来所谓的
上级“经理”，打着给服务评分的幌子，将记者
留在房间里继续推销。 记者说想回去和家人
商量，她让记者直接在现场打电话；记者说饿
了想离开去吃点东西， 她说马上订外卖送进
来……记者几次提出想走， 都被她以各种理
由拦下，约谈的时间长达 4 个多小时。

“有个会员曾经在我们这儿坚持了 11 个
小时，从早上跟到晚上，最后签下来了。 ”世纪
佳缘的一名营销人员说。

消费陷阱：先交钱签字才能看合同、服务与承诺不符

在“聚投诉”“黑猫投诉”等网络投诉平台
上搜索相亲机构名称， 相关投诉案例达到
2000 余条。 记者梳理发现，引发投诉的主要
问题集中在诱导消费、霸王条款、服务与承诺
不符等方面。

———先交钱签字才能看合同。 不少投诉者
表示，交钱以前根本没见到合同。 有的机构是不
交钱、签字就不让看合同；有的消费者被诱导签
了电子签名，但其实并不知道签的是什么。

“签字之前，营销人员没提过合同，我也
没见到合同。 ”黎先生告诉记者，他被要求在
iPad 上录入个人信息， 填写完手机号和验证
码以后就直接跳转到一个只有签名一栏的单
独页面。

四川的汪女士也反映，在签订合同时不
让看合同内容，交钱签字后就带走了纸质合
同，她只在几天后收到一份电子合同。

———口头承诺与合同条款不符。 浙江的

牛先生收到电子合同后发现， 合同条款与营
销人员的承诺有出入， 不但介绍对象从 5 人
减少到 3 人， 服务周期也从 3 个月变成了 2
个月。“我问她是怎么回事，她说后期会完成
口头承诺。但服务开始以后，来来回回换了好
几个工作人员，最后还是 2 个月就到期，没人
管我了。 ”

———合同条款与后续服务不匹配。 李女
士的合同里写道，介绍的 7 名相亲对象，月收
入均在 2 万至 4 万元之间， 其中 3 位在深圳
本地有房，4 位在外地有房。“我和其中一名
相亲对象见面聊天后才知道，他没有房子，月
薪也就 1 万元出头， 根本不是合同中说的那
样。 ”

杭州的王女士更是频频被临时通知更改
相亲对象。“感觉都像是临时凑数，推荐的时
候说是本科学历， 结果见了面以后才发现是
专科。 ”王女士说。

消费者应预防法律风险，部门协作形成监管合力

你的“语音助手”或成
别人的“窃听器”
苹果等多家科技公司
被曝语音助手“窃听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