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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频繁且费时，老人最“受伤”
“现在使用手机 App，打开后先等待开屏

广告已经习以为常。 ”济南市民王云龙说，不
管换再好的手机，App 的打开速度都不会很
快，因为总要先看上几秒的广告。

记者测试了多款手机 App， 发现多数有
开屏广告。 时间长短不一，有的时长为 3 秒，
有的为 5秒，最长的为 9秒。 “着急的情况下，
几秒钟都觉得格外漫长。 ”很多网民吐槽。

不少用户反映，在一些 App 的开屏广告
中还存在各种网贷平台、 博彩平台的广告，
不小心点击后就会跳转到注册页面。 有的页
面连关闭按钮都没有， 必须清理手机后台，
彻底关闭 App 才能退出。

此外，更让用户难以接受的是，虽然大
多数手机 App 的开屏广告页面有跳过按钮，
点击后即可跳过广告。 但在 App 的设置页面
内，并没有可以取消开屏广告的选项，这意
味着使用者没有办法彻底关闭开屏广告。

开屏广告对老年人造成的困扰尤其明

显。 由于视力老化、手机操作不熟练等原因，
一些老人在打开手机 App 后，往往会无意中
点击开屏广告， 导致跳转到其他网页中，或
下载了某款软件。 烟台市民黄晓月说，母亲
的手机中经常出现一些从没见过的 App，不
少都是误点击开屏广告后下载的。

“父母 60 多岁了 ， 有时只要误点了广
告，手机就会自动下载安装各种 App。 时间
久了，爸妈的手机都成了‘广告机’。 ”黄晓
月无奈地说。

“花式”伪装套路用户，窃取用户
隐私“没商量”

记者发现，一些 App 还能够抓取手机用
户在其他 App 或网页中的搜索和浏览数据，
实现开屏广告的“精准”推送。

记者使用手机进行测试，在某电商软件
中搜索“冰箱”并浏览一段时间，随后打开另
一款 App， 就发现开屏广告中出现了关于购
买冰箱的广告推送。

一些手机 App 为不让用户跳过广告并
诱导其点击广告，使用了不少“花式套路”：

在开屏广告页面，“跳过” 按钮设置在不
起眼的右下角，颜色与背景色调一致，使用小
号字体，让用户不易察觉。 同时，屏幕正中央
显示一个带有关闭叉号的提示， 用户只要点
击叉号，就被“套路”点击了广告。

此外，一些开屏广告还进行伪装，变身
成微信零钱提现、微信红包、手机网络设置、
未读消息、版本更新、无网络服务提示等消
息提醒的模样，诱骗用户点击。 有时打开一
款 App，如果使用者对这些“提醒”信以为真，
按照图片中的暗示点击跳过或取消，不仅跳
不过广告，还会被“带着”跳转到了其他广告

页面上。

伪装的“提醒”跳转后为广告
记者测试几款 App 发现，一旦在开屏广

告界面按照广告中的“提示”点击了屏幕，便
会跳转到购物 App； 如果手机里没有这款
App，系统会自动弹出下载页面，在整个跳转
过程中，使用者想取消都来不及。

还有用户表示，为了让使用者观看广告，
一些手机 App 在开屏广告出现后并没有“跳
过”按钮，过了 2秒后“跳过”按钮才会出现。

业内人士表示，使用“套路”欺骗用户，源
于手机 App 的利益驱动。 由于广告收益与点
击率挂钩，于是各种 App 千方百计诱导用户
点击。

在一家移动广告技术服务商工作的宋

哲告诉记者， 用户看过什么就推送什么，是
因为 App 获取了读取用户手机存储文件的
权限，属于过度索权行为。

赋予用户选择权， 对窃取隐私行
为加强监管

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去年 12
月发布的 《App 广告消费者权益保护评价报
告 （2020）》显示 ，测试的 600 款 App 中 58%
含有广告，其中 69.7%的广告没有“关闭键”。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副所长周汉华

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四十四条规
定： 在互联网页面以弹出等形式发布的广
告，应当显著标明关闭标志，确保一键关闭。

他说，《互联网广告管理暂行办法》中也
规定，不得以欺骗方式诱使用户点击广告内
容。 部分开屏广告并没有做到确保关闭标志
“显著”，甚至还故意设置陷阱，诱骗用户点
击广告，窃取个人信息，这侵犯了用户的选
择权和网络私人空间。

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

研究员赵占领表示，手机 App 内的各类广告
没有提供关闭方式，或者虽提供关闭方式但
实际上关不掉、不好关掉，明显违反相关法
律规定。 监管部门应加强对网络广告的监
管，加大处罚力度。

关不掉的手机 App 广告不仅困扰消费
者，还涉及侵犯个人隐私。 北京大成（济南）
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博文说，手机 App 开屏广
告难关闭，涉嫌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
权。 对互联网企业强推开屏广告，窃取用户
个人隐私的行为，消费者可直接向监管部门
投诉。

此外，他建议，在电视开机广告的规范
方面，中国电子视像行业协会制定了《智能
电视开机广告服务规范》。 互联网主管部门
也可以通过制定行业标准，对手机 App 开屏
广告进行统一规范和管理。

（据新华网）

“盲盒经济”，要创新更要规范
近年来， 盲盒受到年轻人

的热烈追捧。 在互联网平台上，
只要搜索盲盒， 不难发现销售
者众多，销量颇高。 某物流平台
数据显示 ，今年 “6·18”盲盒手
办预售备货量同比暴增 1000%，
有报告显示 ，在 “95 后 ”最 “烧
钱”的爱好中，盲盒手办排名第
一；“95 后” 已成盲盒手办市场
重要消费人群，占比近四成。

深受年轻群体青睐

“叮咚。 ”思宇点开手机，发
现是微信群里小伙伴发来链

接，某品牌系列盲盒上新，可以
在小程序里线上“抽盒”了。

不到 10分钟，小伙伴纷纷发
来了“抽盒”截图，有的人懊恼自
己没有抽中想要的款式， 有的人
在群里询问大家能不能交换抽到

的新品。 “在线抽到的盲盒交换
起来方便，相当于是把自己的盲
盒寄存在商家那边，最终确定了
谁要，直接在小程序中填写地址
邮寄给他们就行。 ”思宇说。

近几年，“盲盒经济” 带动
的新消费风潮已颇具规模 ，吸
引了不少消费者追逐和购买。

Mob 研究院的 《2020 盲盒
经济洞察报告》 显示，2020 年，
中国盲盒行业的市场规模达

101 亿元，且在未来几年仍会持
续高速增长。

艾媒咨询发布的 《2021 年
第一季度中国潮玩行业发展现

状及市场调研分析报告》指出，
潮玩消费群体中超六成用户更

加偏好盲盒， 超七成中国盲盒
用户对购买盲盒的使用满意度

给予正面评价。
让人惊喜的消费体验

为什么盲盒能够受到消费

者追捧呢？ 答案也许就在于利用
不确定性带来的“惊喜效应”。

华东师范大学心理与认知

科学学院副教授陆静怡认为 ，
以盲盒形式售卖的产品给人不

确定感， 消费者不知道盲盒中
的产品究竟是什么， 因此会感
到好奇，抱有期待。 而在盲盒拆
开的那一刻， 不确定感得以消
除， 负责奖励过程的大脑区域
被激活， 从而使消费者可以得
到享乐体验。

“其实这种营销策略在生
活中很常见。 ”陆静怡说，“譬如
章回体小说、 电视剧关键情节
前的广告、 发布会前保持神秘
的新产品， 商家总是在制造悬
念后再解开悬念， 从而给消费
者带来愉悦，刺激消费。 ”

在这样的趋势下， 盲盒这
一形式逐渐从潮玩市场向外裂

变， 小小盲盒迅速席卷各行各
业。 点开任意一家电商平台，各
种类别的盲盒产品应有尽有 。
在社交网络平台上， 有关盲盒
开箱、测评、“抽盒”经历的视频

持续火爆，盲盒的社交圈正在被
建立起来。

消费者不要盲目跟风

各行各业开始刮起了 “盲盒
风”，图书盲盒、考古盲盒以及食品
领域的零食盲盒、生鲜盲盒也纷纷
跟上，推动“盲盒经济”这股热潮。

今年， 旅游业试水盲盒玩
法，多家在线旅行平台推出“机
票盲盒”。 消费者购买后，会得
到一张指定出发地、 随机目的
地、 随机日期的国内单程机票。
由于其玩法的不可预测性，不少
网友把“机票盲盒”与“来一场说
走就走的旅行”联系到了一起。
“这是一种应该鼓励的创新产
品。 ”陕西师范大学旅游系主任
白凯认为，“机票盲盒”爆火的背
后，满足了当代年轻人对旅行的
情感诉求。 航空公司和旅游平
台展开新型合作，提供了营销的
一种创新思路，可以激发潜在旅
游消费市场。

在盲盒经济迅猛发展的同

时， 伴随而来的一些问题也不容
忽视。中国消费者协会指出，目前
盲盒市场存在以下问题： 商家过
度营销，消费者易中套“上瘾”；商
家涉嫌虚假宣传，到手货品与宣
传不符；产品质量难以保障，假劣、
“三无”产品时有出现；消费纠纷难
以解决，售后服务亟待改善。

北京市常鸿律师事务所律

师彭艳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如果商家以盲盒的名义清
货，以次充好、以假乱真，则构成
欺诈；有些商家表示盲盒销售是
不退不换的规则， 售出概不退
换，属于霸王条款，侵犯了消费
者的公平交易权。 ”

“对于盲盒产品，应出台相
应的商品规范，明确盲盒产品的
范围以及‘盲’的程度。 ”彭艳军
指出，“有些产品并不适合以盲
盒形式进行不确定的销售，应明
确禁止销售。 同时盲盒销售的
‘盲’ 通常应表现为盒中所装商
品款别的不确定性，即拆开盲盒
的瞬间才知道具体的款别，而不
是对关键信息避而不谈或只字

不提，尤其是用途、性能、规格等
关键信息必须透露。 ”

“经营者销售盲盒应规范，消
费者购买盲盒勿盲目。 ”中国消费
者协会表示， 盲盒的基本属性是
商品， 经营者必须承担法定的质
量担保责任， 确保商品质量信息
真实， 不可过度利用消费者的猎
奇心理，误导人们冲动消费。

陆静怡提醒，盲盒的受众中
相当一部分为经济基础、自控能
力相对薄弱的未成年人，他们的
盲目跟风后果可能更加严重 。
在持续兴起的盲盒经济下，要提
倡大家理性消费、节制消费，切
忌盲目跟风、购买成瘾。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

关不掉，还窃取隐私！

谁来管管手机 App 开屏广告？

当前， 手机中的各类
App，已成为人们社交、购
物甚至工作中必不可少的

应用。 但大部分 App 在启
动的第一时间， 使用者并
不能直接进入应用主页 ，
而是会先看到数秒第三方

广告， 一些广告还设置各
种“套路”诱导使用者点击，
让不少人反感。记者发现，
这类广告不仅无法关闭 ，
在其背后还存在着窃取用

户隐私等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