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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新闻·法眼

本报讯 最近电影《你的名字。》热播，我们的

微信后台，收到了爱电影又爱思考的网友提的

一个问题，“像他们那样炸变电站该当何罪哦”。

昨天，记者采访了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

高级合伙人姜小明，让他从专业角度来说说为

了救全镇500老小的性命，炸变电站算犯罪吗？

“第一，他们虽然用的爆炸的方法来炸变

电站，但是不能简单认为就是爆炸罪。爆炸

罪侵害的对象是工厂、矿场、港口、仓库、住

宅、农场、牧场、公共建筑物或者其他公私财

产，以及不特定的人、畜。而如果炸的是电力

设施那是有特别条款的。”姜小明说，第二，炸

变电站，在我国刑法的规定是这样的：

第一百一十八条 破坏电力、燃气或者

其他易燃易爆设备，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

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一百一十九条 破坏交通工具、交通

设施、电力设备、燃气设备、易燃易爆设备，造

成严重后果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

刑或死刑。

跟刑期密切相关的是“严重后果”，姜律

师说，是否造成严重后果考量的因素有很多：

国家设施是不是重大损失，人员伤亡，还有危

害程度。有些危害程度也不是即时的，比如

核辐射，那就要一并考虑进去。

有影迷急了，“他们炸变电站是为了救小

镇上500人的性命”，也算犯罪吗？

姜律师说，像他们这种情况法律上有一

条叫“紧急避险”。“刑法第二十一条 为了使国

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

他权利免受正在发生的危险，不得已采取的紧

急避险行为，造成损害的，不负刑事责任。紧

急避险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的，应

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不过，姜小明说，“紧急避险”在司法实践

中非常“狭义”，使用上非常严格。

姜小明说，现实中构成这个罪名并不少

见。比如有人偷铁路电缆，卖了500元。这种

行为就是“破坏电力、燃气或者其他易燃易爆

设备”。因为损失并不是以电缆最后变卖的价

格500元来衡量，而是应当以此举给电力设施

造成的危害来计。 本报首席记者 肖菁

《你的名字。》热播，网友又操心了——

电影里那样为救人炸变电站算犯罪吗

21岁到50岁
最容易被骗

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危害之大，群体之广，

骗术之多，从这张图表上可以清楚地看到。

对今年前11个月全省电信网络诈骗受害人

年龄分析，21-50岁被骗的比例达81%。这部

人是社会的中坚力量，掌握的财富最多，也是最

大的涉网人群,社会活动频繁，信息泄露也较为

严重，是骗子重点攻击的“肥羊”。

而对这类犯罪的打击难度也在逐渐增

大。据警方介绍，国内已经出现一批新的地

域性电信网络职业犯罪群体。今年以来犯罪

团伙向国内其他地区招募人员，在境外架设

话务窝点利用方言诈骗同区域老乡的情况越

来越多，为逃避打击，犯罪窝点设立国从老

挝、柬埔寨、菲律宾等国，向非洲欧洲等地发

展、延伸。打击、止损、追赃、抓捕等环节，大

多需要通过复杂的跨国警务协作。

骗子的诈骗手法，还紧跟社会热点，迷惑

性强。如 G20 峰会期间，湖州和温州等地发

生冒充“G20专案组”、“电子通行证”，诱导受

害人加入微信和点击所谓的“公检法官方网

站”，只要用户点击查看，诈骗分子通过木马

可以读取用户手机状态、身份，自动修改和转

发短信内容等功能，进行诈骗的犯罪新手法。

刑侦总队队长
喊你给手机装“钱盾”

昨天，浙江省公安厅刑侦总队队长俞流

江亲自为公益手机 APP“钱盾”站台，呼吁大

家给自己的手机装一道“钱盾”。

今年 10 月，国务院联席办发布了“互联

网+反电信诈骗”钱盾公益平台。在钱盾反

诈公益平台上，每月为浙江用户拦截40万欺

诈电话和短信，每月来自浙江的有效诈骗举

报数据位列全国第二。

用户通过钱盾 APP，可第一时间将诈骗

电话号码等数据同步至警方，并打通各类开

放平台，能够实时识别、拦截诈骗电话、短信、

钓鱼网站等。同时，钱盾 APP 实时进行最新

的骗术预警，能提醒大家远离电信网络诈骗。

如何防
反欺诈专家的答案在这里

两条原则：不要相信天上会掉下来馅饼，

不要害怕陌生人打电话来恐吓你。

防范十法：对待来路不明的电话和短信

需谨慎。

不能透露卡号、密码以及手机验证码，更

不能相信存款“转到安全账户”的话。

牢记，银行卡插入ATM转账，只能转走你

卡上的资金，无法将他人资金转到你的卡上。

将磁条卡尽快更换为IC卡；绑定手机消

费的储蓄卡余额不要太多，信用卡允许透支

的限额不要太大。

不要乱抢陌生人发的红包；不要点击不

明链接；不要使用不加密的 wifi；不要让他人

远程操作你的电脑。

要使用银行官方的APP办理业务。

输入重要信息前确认网站的可靠性。

不要用身份证号码或生日信息作为密

码，身份证和银行卡尽量分开保管。

分体式POS机刷卡要谨慎。

银行卡资金遭盗划，及时向警方报案和

向发卡银行投诉。

浙江省（杭州市）反电诈中心咨询举报电

话：0571-81234567或110。

本报记者 陈雷 柏建斌 本报通讯员 陈谊/文 龚子皓/制图

全省受理电信网络诈骗案件 8.89 万起，涉案金额 18 多

亿元；涉案金额 100 万元以上案件 134 起，涉案金额近 4 个

亿；被骗千万元以上的特大案件有 6 起，最大的一起 3590 万

元⋯⋯这，只是今年1至11月的数据。

昨天上午，浙江省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工作

联席会议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用大数据分析了电信网络

诈骗，并宣布浙江省反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主题集中宣传

月正式启动。

今年1~11月，浙江受理电信网络诈骗案8.89万起，涉案金额18多亿元

被骗千万元以上的特大案件有6起，最大的一起3590万元

大数据揭秘电信网络诈骗
谁最容易被骗，骗子又想了啥新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