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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恋交友网站雷区多：
实名制成摆设 相亲或遇“酒托”

据《法制日报》报道，网络长途电话和国
际电话应用WePhone的开发者苏享茂自杀
一事，成为最近几天的网络热点。苏享茂生
前所留下的信息及其家属提供的情况显示，
苏享茂与其前妻通过婚恋网站相识后迅速结
婚，两人之间知之甚少。其家属提供的信息
进一步显示，苏享茂的前妻在婚恋网站上的
注册资料多处造假。

此事更多细节不甚明朗，难以置评。撇
开事件本身，婚恋网站的现状倒是值得一
谈。毕竟，最近几年，关于婚恋网站不规范之
处的报道不少。

张洋觉得，婚恋网站上出现种
种不靠谱的问题，其中一个重要原
因在于婚恋网站声称的“实名制”
成为摆设。

对于张洋的观点，记者进行了
调查。

记者以“婚恋交友”为关键词
进行检索，发现婚恋交友类网站多
达几十家，此类 App 则不下几百
个。

在浏览网站时，记者随意点开
一家较为知名的婚恋网站并注册。

注册过程并不复杂，在首页填
写性别、年龄、工作地点及婚姻状
况后，点击免费注册就弹出一个编
辑征婚资料的页面。这里需要输
入的是性别、身高、学历、月薪、手
机号和发送的验证码等信息。之
后再设定一个密码，以便下次登
录，整个注册过程仅用一分钟左
右。在注册过程中，记者填写的个
人信息并不真实，不过依然顺利通
过。

随后需要填写的资料是择偶
标准，比如希望对方是哪里人、学
历是什么、薪资要求和身高要求

等，之后就可以进入网站的主页
面。

记者进入网站后，弹出一个界
面，让新用户先打声招呼，接着就
是一些功能介绍。记者打了一个

“你好”的招呼后，网页才显示齐
全，网页左侧出现的是已经通过该
网站找到适合自己的“另一半”的
用户。

记者刚完成注册程序，网页上
“谁看过我”一栏就有了新消息。
不到5分钟，20个用户看了记者的
信息。

记者查看发现，对方只显示年
龄、月薪、学历、所住城市这些信
息。过了几分钟，网页右侧邮件里
就提示收到3封邮件，其中一封是
系统邮件，另两封来自两名网友。
记者点开邮件查看时，就出现了收
费界面，显示需要交纳 259 元至
389元不等开通会员。

收费界面信息提醒记者，只要
开通会员，就有免费写信看信等19
项特权。

随后，记者登录多家婚恋网站
并注册发现，个人身份信息可随意

填写，并没有遇到任何关于“实名
制”的限制。

在调查过程中，记者下载了一
款婚恋交友 App，这款 App有 160
多万次下载，5分制评分下获评4.7
分。进入这款App，注册程序就是
简单填写诸如性别、年龄、收入、工
作地点、个人头像等信息，并没有
要求实名制。

记者注册后不久就收到20人
发来的消息，有些是语音，有些是文
字，有些是语音+图片。记者收到的
图片大多只显示头部以下；语音信
息则大多雷同：“你想找什么样的女
孩子”“腿长一点可以吗”“你喜欢女
孩穿短裙还是短裤”……

记者发现，发送这些信息的用
户使用的都是比较暧昧的名字，没
有实名。

在这款App的评论区，记者看
到以下评论：“一堆机器人，都是假
人”“不充钱天天有人发消息，充了
钱连个人都没有”“听了十几个人
的语音，声音都差不多是一个人”

“都是照骗，不是照片”……
（韩丹东 李文冠 陈遥）

身份信息随意设定

张洋在婚恋网站的经历并非
个例。

天津市蓟州区时代花园小区
的吴龙在使用婚恋网站时，也有一
段类似经历。

今年3月，吴龙在一家知名婚
恋网站认识了重庆市南岸区的李
某。查看对方资料，双方都比较满
意，于是通过微信交流。吴龙觉得
重庆女孩不错，于是两人决定4月
份在重庆市南岸区见面。

4月中旬的一天，吴龙在重庆
市南岸区一公交车站见到了李某，
两人聊得很愉快。

在重庆市南岸区游玩一天后，
李某提出要去酒吧玩，并且说自己
的朋友也在酒吧，想让吴龙认识一

下自己的朋友。
吴龙当时没有在意，于是随李

某去了一家酒吧。
“那家酒吧在南岸区南滨路的

一条街上，那条街叫作重庆酒吧一
条街，街里有很多酒吧饭馆，但是
李某带我去的并不是什么高档酒
吧，那个酒吧规模很小，连中档都
可能算不上。”吴龙回忆说，“当时
酒吧门口蹲着三个人，两男一女，
李某说其中两个是自己的朋友，简
单寒暄之后，大家就进了酒吧。我
喝完 3 杯普通啤酒后，就不再喝
了。这时，李某和她的朋友就劝
酒，说大伙儿难得聚一起，得多喝
一些。之后，一个男的也过来和我
喝酒，我挡不住，就多喝了几杯，一

大瓶酒很快就没了，然后还要了一
份小的水果拼盘。结账时，一名服
务生拿着账单说消费 1800元。我
当时就傻了，拿过账单一看才知
道，1杯啤酒就要90元。我最后喝
的那大瓶酒竟然是更贵的鸡尾酒，
而水果拼盘和瓜子也很昂贵。本
来，我和李某约定好是AA制，但李
某说她手头没有那么多钱。无奈
之下，她付了 600 元，剩下的 1200
元由我支付。”

“之后，李某再也没有联系过
我。我感觉自己被骗了，对方可能
就是新闻里常说的‘酒托’。”吴龙
说，他在这家知名婚恋网站充值
600多元，加上那次被坑的1200元，
他已经被婚恋交友坑了1800多元。

婚恋交友遇“酒托”

“我时常觉得，‘网络红娘’给我介绍的对象
可能是‘机器人’。”张洋无奈地说。

今年26岁的张洋是江西省九江市人，在北京
市朝阳区一家电子器材厂工作。“我一人在北京
工作，父母不在身边。每次给家里打电话，不管
说的是什么事情，父母总会绕到一件事上，就是
催我赶紧找个女朋友。”张洋对记者说，无奈他的
社交圈子不大，于是选择通过婚恋网站交友。

可是，几个月的经历让张洋感受到婚恋网
站的种种不靠谱。

张洋曾在多个婚恋网站注册，但一直没见
什么“效果”，“因为我舍不得花钱”。

“在婚恋网站注册后，你可以看到一些简单
的个人信息介绍，但如果要与对方聊天、发私
信，就必须充值成为会员。简单说，交了钱才有
交友的机会。”张洋说。

在父母的催促下，今年2月，张洋在一家婚
恋网站充值99元成为会员，3个月免费畅聊。可
是，张洋发现，女嘉宾的回复一模一样。

张洋说，他充值成为会员的第二天，就有不
少女嘉宾给他发信息，这些信息的内容一模一
样，都是让他加一个微信。

“我每天会收到几十封信，按理说，不同的
人说的话肯定不可能一模一样，但事实恰恰相
反。我只能认为，婚恋网站这个‘红娘’给我介
绍的是‘机器人’，发信息、对话都是设定好的程
序。”张洋苦笑着说，更难以接受的是，添加对方
发来的微信号，进入的是一个微信公众号。

“我曾经打过这家婚恋网站的客服电话，想
把遇到的情况反馈给他们，但一直没有打通。”
张洋对记者说，“后来，有朋友告诉我，没有充值
成为会员时，主动跟我打招呼的女嘉宾要么是
网站请的托，要么就是机器人，都是想骗我充值
成为会员的。等我充值后，那些人就会发一些
假的微信号。”

不过，充值成为会员后，除了接收“机器人”
发送的信息，张洋还真有一次交友经历，但就是
这次经历让他彻底对婚恋网站失去信心。

今年3月，在众多“机器人”信息中，张洋发
现一个真人信息。那次，也是对方主动与张洋
联系，“我看了对方的个人资料，觉得还行，就是
离得比较远，她在浙江杭州”。

“我这个人属于慢热型，加上又是网络交
友，我还是有点戒心，只是觉得可以聊聊以便了
解一下。谁知道，刚聊几天，对方就对我展开了
猛烈攻势，只要有空就微信找我聊天，说我就是
她要找的人。我当时还很纳闷，就直接对她说，
仅凭聊几天、看过照片，怎么就认定我是你要找
的人？她说她相信眼缘。”张洋对记者说，“遇到
这种情况，说不动心是假话，但异地见不到人又
觉得有些不靠谱。见我有些摇摆不定，她就多
次让我到杭州找她，我一直敷衍。后来，她又不
断推荐我炒股，我没有听她的，于是也就不再联
系了。”

张洋对记者说，他把这段经历讲给同事听，
得到了一致回复，“我遇到的不是婚恋对象，而
是拉我下水的人”。

“现在，我已经彻底不相信婚恋网站了。”张
洋说。

诱导充值套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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