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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3/2021_2022_2006_E5_B9_B

4_E8_A1_8C_c40_63844.htm 日前，工商银行就“工行网银受

害者联盟集体维权”事件作出正式回应。在客户网络银行资

金被盗事件日渐增加，波及更多客户和银行的趋势面前，公

众和政府应从维护社会公共安全的高度来应对网络银行出现

的危机。 据报道，今年以来，全国大约有200名工行网络银行

用户遭遇资金被盗，波及20多个省份。据了解，类似事件在

其他银行也有发生。由于用户和银行之间对相关责任存在截

然相反的认识，部分工行客户成立“网银受害者集体维权联

盟”并发表声明。据了解，相关诉讼已有一审判决的案例，

一审法院倾向支持银行不承担赔偿责任。 围绕网银资金被盗

事件及其进展，公众通过网络平台等渠道发表了大量意见。

观察这些意见，特别是“维权联盟”以及工行的回应可以发

现，对峙双方都希望通过舆论表达责任在对方的观点。通过

公开渠道表达自己的立场、引起公众关注和讨论，最终达到

维护自身权益的目的。这样的争论有利于厘清真相，分辨是

非，既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也可促进社会文明。但是，如果

局限于单个事件而激烈对抗，甚至不顾事实基础发表不负责

任的言论，则于银行和用户都有害无益，难以达成理性共识

的结果，必然导致双输。 网络银行是伴随互联网应用技术发

展出现的新生事物，由于交易成本低廉，符合银行和客户双

方需求而得以迅速发展。一组可以用来参考网络银行发展状

况的数据是，到2005底，中国银行卡发卡量达9.6亿张，银行

卡总交易金额达47万亿元人民币，在北京、上海、广州、深



圳等经济发达城市，持卡消费额占当地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

重已达到30%以上。 与此同时，针对银行卡、网络银行等金

融新兴业务模式的犯罪也逐渐上升。工商银行发生的网银危

机事件，无非是各类基于互联网应用的银行新业务风险相对

集中的体现而已。 客观地看，任何一种金融业务模式都无法

绝对规避风险。特别在互联网应用领域内的新业务，由于互

联网自身具有的特殊性，以及银行和用户安全意识不足、运

用经验缺失等原因，出现一定比例的非系统性风险具有一定

的必然性。即便在相关业务比较成熟的发达国家，事实上也

无法做到完全规避此类风险的发生。 这样的背景下，相关业

务的风险及其安全保障绝非只是个别金融单位和客户的责任

问题，更应该上升到公共安全的层面加以重视和处置。否则

，一旦爆发系统性危机，则将极大地损害公众财产甚至影响

社会稳定。 从国家层面，应加快针对相关业务的立法进程。

现有法律框架内，网银资金被盗案件的责任认定、损失赔偿

以及处置程序等方面尚无严格约定。这种状况下，银行和客

户的安全难以得到有效保障，相关业务的发展将受到制约。 

从政府层面，则应迅速加大公共资源投入力度，用以对相关

犯罪的防范、侦察和打击。近年来，互联网领域的犯罪活动

急剧增加，其中针对金融业务的犯罪具有极大危害性，政府

职能部门有责任和义务维护企业和公民财产安全。 此外，银

行从维护自身信誉和商业利益出发，除了必须从技术层面力

保相关业务安全外，还应该加强宣传引导，更广泛深入地倡

导安全意识。而使用相关业务的客户也应自觉提高自我保护

意识，熟悉相关业务的安全知识，严格按照业务安全规程进

行操作，以避免个人财产遭受无辜损失。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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