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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彭先生的遭遇，中国
互联网协会法治工作委员会副
秘书长胡钢对记者表示，未经
他人许可或委托，冒用他人名
义从事某种民事活动，包括预
订机票等，属于无效的代理，也
是一种侵权行为。

“从民事关系来讲，冒用他
人身份预订机票，首先侵犯了

当事人的姓名权等权利，也可
能造成其他后续损害，甚至造
成严重后果。”因此，他建议当
事人向市场监管部门、民航局、
消协等投诉。胡钢还表示，如
今很多事情都是通过网络办理
的，为了降低社会的运行成本，
相关运营者一般只能进行身份
的形式审查，难以确认办理事

务的人是否为本人或者获得了
其授权，导致个人身份很容易
被冒用，进而给当事人带来一
系列连锁损害。

“域外一些国家，利用他人
个人信息、假冒他人身份骗取
钱财的行为均构成‘身份盗
窃’，并作为一种犯罪行为加以
防范与制裁。”针对国内出现的

冒用他人身份预订机票、窃取
他人入学资格的情况，他建议
构筑“身份盗窃”与“冒用他人
身份”行为的严密法律制度。
一旦出现冒用或滥用他人身份
的情况，即追究违法者的民事
与行政责任，直至以“身份盗窃
罪”与“冒用他人身份罪”追究
其刑事责任。 （蒋琳 尤一炜）

“被预订”机票后又遇退票难

陌生人为何替我买机票？
航空业内人士指出，冒用他人身份信息购票，或为利用航班延误获利和预占舱位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手机里莫名出现不是自己购买的东航机票，因为担心身份信息被冒用去退票，

却被告知“只有购票人才能从官网退票”——上海的彭先生最近就摊上了这么一件令人糟心的事。

彭先生的信息为何会被盗用？冒用他的个人信息订机票用意何在？记者发现，在以往的类似事件

中，曾出现过以他人名义购买机票并利用航班取消、延误获利，或者旅行社为预占舱位用已有旅客信息

“填位”的情况。

彭先生告诉记者，6月 10
日他的航旅纵横App突然跳
出了一张机票信息，显示为7
月1日从柬埔寨金边飞往上海
的东航 MU760 航班。可是自
己明明人在上海，也没有去金
边的计划。

带着疑问，彭先生拨打了
东航的热线电话，想要取消这
张机票。从东航客服口中，他
了解到了购票人王某的姓名
和东航账号，这张机票就是购
票人从东航官网预订的。但
当他提出要退票时，客服以

“只有购票人才能从官网退
票”为由拒绝。

随后，彭先生致电民航服
务质量监督热线，得到的答复
依然是“不可能取消”，也不能
帮忙联系购票人或提供联系方
式，原因是“要保护购票人隐
私”。

眼看着起飞日期日渐临
近，彭先生在百般无奈之下，于
6月30日带着护照去到东航位
于上海江宁路的线下营业厅。
然而，即使他自证了身份，工作
人员的答复仍然是“谁买的谁
来退”。

记者就此事致电东航热线
电话。客服回复称，一般来说，
通过网络渠道购买客票，需要
购票人通过原购票网站，登录
原购票账户，找到原购票订单，
才能选择退票，款项也只能原
路返回。

至于购票者的信息，东航
告诉彭先生，他们既不会主动
联系询问，也不会透露对方的
联系方式。“东航一再表示要保
护购票人隐私，但对我的信息
被侵犯盗用的事实置若罔闻。”
彭先生对此愤愤不平。

当天彭先生还发现，机票
已经被改签到了8月19日的同
一个航班。显然，购票者再次
绕过彭先生，对机票信息进行
了更改。

“他可以非常轻易地用我
的信息订票……我在东航有账
号，也有绑定手机号，但是对方
可以用我的号来订票，”他说，

“如果没有航旅纵横，我到现在
还不知道自己的信息被盗用，
我也不知道对方盗用我的信息
订票意图何在。”

不过，即便自证身份，也无
法取消一张以自己的身份信息
订下的机票，这是最让彭先生
觉得不可思议的地方。“我就想
请问东航一个问题，我要怎样
做才能取消这张扎眼的机票
呢？”

彭先生发微博讲述自己遭
遇的那天下午，东航就主动联
系了他，并表示已收到投诉，之
后会跟他电话联系。7月1日上
午11点左右，记者了解到，彭先
生已就此事报警。

7月1日下午，彭先生发现
机票状态已经变为“已退票”。
他告诉记者，东航称系购票人
王某自行退票，但王某称她对
购买机票一事并不知情，均为
其同事所为。据悉，东航正在
进行进一步调查。

这条微博下，也有网友称听
说过类似事件：“我一个闺密前

几天也收到了东航的订票信息，
关键她没有订票，当时她还说
可能发错了。”还有网友称朋友
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最后查出
来是旅游公司员工利用航班取
消漏洞，获取非自愿退票赔偿。

事实上，前不久引起极大争
议的一起事件，就是利用航班取
消、延误获利的，而且中间也涉
及冒用他人身份信息的环节。

据媒体报道，南京一女子
李某利用自己曾经的航空服务
业工作经历，预测容易发生延
误的航班，并擅自使用亲朋好
友的身份信息购买机票和多份

航班延误险，飞机发生延误后
即申请理赔，由此获利300余
万元。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
办中。

而像彭先生这样，被陌生
人冒用身份信息的情况，早在
2016年就发生过。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
2016年12月27日下午，北京市
民崔先生收到一则当天 17 点
45 分从北京飞往普吉岛的海
南航空 HU7929 的航班信息，
而他并未预订过这个航班。
但直到该航班起飞，都没有人
冒充崔先生的身份换取登机牌

乘坐飞机。
原来，一般旅行社会提前

几个月和航空公司沟通，预留
一部分团体票。此前崔先生和
家人曾于12月初去过普吉岛，
负责出票的中西国际旅行社工
作人员误把已经出行过了的旅
客信息当作27日需要出行旅
客的信息报给了海南航空。

尽管上述事件只是一起
“乌龙”，但有航空业内人士告
诉记者，旅行社用曾经在旅行
社预订过机票的旅客信息“填
位”的现象时有发生，这是为了
预占舱位、锁定航班座位。

【遭遇】
明明没有购买机票
却收到订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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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或为利用航班取消、延误获利

【应对】身份信息被冒用可向市场监管部门等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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