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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不良良 AApppp成成““时时间间围围猎猎场场””，，大大肆肆收收割割用用户户时时间间
让“套路”没出路：

给不良 App戴上“紧箍圈”

时间就是金钱，少数不良 App 构成的“时间围
猎场” 却想通过强迫或引诱将用户时间“分而食
之”。 商家变现流量获利的同时，严重透支了消费
者有限的时间精力。 专家学者呼吁，建立负面清单
管理模式， 加大对 App 的监管力度， 让那些不良
App被“拉黑”成为可能。

“App恶意‘围猎’用户时间很容易失去市场口
碑。 ”南昌航空大学软件学院数据科学与技术系主
任杨玉丰表示，被“套路”多了以后，用户也会免
疫，不仅起不到推广效果，甚至引发用户反感，导
致对此类商业模式和平台的不信任。 杨玉丰认为，
App应该聚焦优质内容和功能，而不是想方设法延
长用户的无效使用时长。

值得一提的是， 为了跟上互联网快速发展的
节奏，及时给不良 App 套上“紧箍圈”，相关法律法
规也在不断完善。

针对“一个广告数个关闭按键”的情况，《江苏
省广告条例》明确，利用互联网发布、发送广告不
得影响用户正常使用网络， 也不得以欺骗方式诱
使用户点击广告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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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例还规定，“骗点击”的广告应由市场监
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处以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
的罚款。

随着网络环境日益成为公共环境的重要组成
部分，提高互联网平台的社会责任感迫在眉睫。 杨
玉丰等专家建议，在鼓励互联网创新的同时，也要
对 App 背后的网络公司加强管理， 对不规范的
App 加以约束引导，防止 App 为争夺流量“野蛮生
长”，避免给构建健康网络秩序埋下隐患。 （应采访
对象要求，杨森、王群为化名）

（据《新华每日电讯》）

“时间围猎场”：
App如“贪吃蛇”

“过去 7 天， 您手机使用时长为 39 小时 58 分
钟， 累计解锁手机 474 次， 平均每 20 分钟解锁一
次。 ”25 岁的杨森在广东一家金融公司工作，是个典
型的“z 世代”青年，近日他打开手机的“屏幕使用时
间管理”功能时，被吓了一跳，直言没想到每天近四
分之一的时间花在屏幕上。

像杨森一样线上生活占比较高的网民并非
个例。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第
46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
截至 2020 年 6 月， 我国网民的人均每周上网时
长为 28 个小时。 其中，通信、网络视频、网络音
频类 App 是手机网民最常用的软件， 使用时长
占比都超过 10%。

“如今 App 之间不仅能相互唤醒，甚至能精准
地跨设备推送广告。 ”在江西南昌从事电商行业工
作的王群常年使用两部手机。 近日他惊讶地发现，
在一部手机购物软件上搜索了一款冷门商品后，另
一部手机的短视频软件竟然很快就推送了同款商品
的广告。

王群吐槽说，这让他感觉点开手机就像进入了
App“围猎场”，每个 App 都想尽可能占用浏览者的
时间。

极光（Aurora� Mobile）发布的《2020 年 Q3 移动
互联网行业数据研究报告》 显示，2020 年第三季度
移动网民人均 App 安装总量达到 56 款， 头部 App
用户流量价值达数百亿。

专家学者认为， 相较于近乎无限的互联网信
息，当下，有的不良 App 把网民有限的注意力视
为可变现的“商品”。 移动互联网在便利人们生活
的同时，也让许多人被迫陷入流量和信息的“围
猎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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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服务 App 让居民办事少跑腿， 线上
办公 App 在防疫期间大展身手 ， 购物外卖
App 更成为网民“必需品”……随着互联网科
技发展， 各类规范的 App 正让百姓工作生活
日益便利。

然而，记者调研发现，随着用户时间成为
流量时代最有价值的要素之一 ， 一些不良
App 正通过化妆术、利诱术、隐身术等多种套
路在各环节设卡 ，打造 “时间围猎场 ”，大肆
“收割”用户时间，从而实现牟利目的。 为此，
专家建议建立不良 App 的负面清单，通过

加强监管等有效方式， 构建天朗气
清的网络环境。

收割有“术”：
关注度成“唐僧肉”

化妆术、利诱术、隐身术……记者近日采访
调查了解到，有的不良 App 为“收割”流量歪招
频出，在用户进入、使用、退出软件程序等各环
节透支用户时间。

第一招，乔装打扮诱点击，暧昧消息、工
作消息都是虚假消息。“哥，好久没联系了，我
想……”“您有一条未读的工作消息” 当点击
这类突然从状态栏冒出来的消息后， 却跳转
打开了其他与信息无关的 App， 用户才会意
识到原来这是条“化了妆”的广告。 有的 App
通过设置虚假的消息通知，甚至更新提醒、系
统通知等，以诱骗用户点击进入。

“这类情况防不胜防，且花样繁多，令人
恼火。”杨森拿出手机示范，只见他打开一个
软件，页面跳出“加载失败，请点击刷新”，
点击“刷新”按钮后，却跳转到了某款购物软
件的活动界面，原来这是条伪装成系统消息
的开屏广告。

第二招，心机利诱拖时长，赚钱之路、提
现之路布满层层套路。“走路就能赚钱”“刷
视频得现金”……近日，软件市场涌现出一
批所谓的“赚钱软件”， 记者实际体验后发
现，这类 App 暗藏门道，在提现次数、提现
金额、提现上限等多方面设置门槛。 有的用
户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也只是“竹篮打水一
场空”。

网友“黎憬” 曾尝试通过某短视频 App
赚钱，“养成了每天刷视频的习惯，一刷就是
连续几小时”，最终“一个半月金币兑换的钱
不过 20 元”。 他表示， 这段时间他不仅损耗
了光阴， 而且“手机电池被消耗得快报废
了”，这令他懊恼不已。

第三招，匿影藏形阻退出，退出符号、关
闭符号多是误导符号。 有的 App 为强行延长
用户使用时长，广告的关闭按钮或真伪莫辨、
或体积很小、或颜色较淡，总之就是“躲躲藏
藏”，关广告如闯“雷区”。 有用户吐槽说，App
原本是便利工作生活的网络工具， 如今却成
了考验观察力、判断力的考题，一不小心就会
被耽误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