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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何 这 类 广 告 会 大 量 出
现？有知情人士对记者表示，对
于平台来说，这种广告治理的难
点在于，他们投放均不是传统的
广告位，而是在App旁边广告插

栏、支付结果页、跳转出的页面
等插件上，而非直接在平台上。

“这些地盘有时候是第三方的广
告位，有时是劫持系统后跳出的
垃圾广告，这个管理起来有一定

难度，平台只能不停巡检或者投
诉量比较大定向处理。”这也提
示了，对于虚假广告的治理，平
台应提升相应技术处理措施。

(据新华网)

技术方面需提升巡检措施

充29.9元得100元话费？
多个App存在消费陷阱

律师：互联网广告主应对广告内容真实性负责

网友李先生表示，自己在支
付宝支付停车费后，跳出“29.9
元充值100元话费”的广告，出于
对平台的信任，他点击了这条链
接，并输入自己的手机号。

“点击立即充值后，我并没有
收到话费到账信息，而是收到了
充值话费需下载App的短信息。”
李先生说，按照短信提示，他下载
了一款名为“小象省钱”的App，注
册登录后，他才发现自己被骗了。

“在小象省钱 App 里，我发
现给的是充值话费券，如果我充
值50元，只能享受2.5元优惠，充
值 100 元能享受 5 元优惠，以此
类推，需要充值2000元话费才能
完全享受29.9元充值的100元优
惠。”李先生说。他表示，在此期
间，并没有任何提示说，29.9 元
充值是给100元的话费券。自己
随后在App内想申请退款，并未

找到退款途径。
对此，支付宝方面回应记者

表示，今年以来，支付宝平台通
过日常巡检和接到用户反馈后
的定点检查，持续开展针对恶意
营销行为的专项治理。对于虚
假营销、夸大宣传等行为，平台
依据市场监管总局《规范促销行
为暂行规定》，以及《小程序违规
处理规则》《生活号违规处理规
则》《恶意营销处罚细则》等平台
规则，做出相应治理和处罚。自
2022年1月以来，累计处理恶意
营销推广链接2060条，处罚违规
营销商家400多个。

北青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
到，有类似遭遇的消费者不在少
数。记者整理发现，多个平台都
存在类似的问题。在百度极速
版、新浪微博、芒果 TV、喜马拉
雅等平台，同样可以看到类似的

弹窗，点击即可进入充值界面。
在一名消费者提供的截图中可
以看到，在选择支付的界面上，
100元“会员价”29.9元的字样十
分醒目。在页面最底部的小框
中采用灰色字样标明“100 元话
费优惠券包：20 张 5 元券”。页
底的灰色小字还标明，需要下载

“神奇特权”App领取优惠券。
此外，后续指向的充值平台

也各不相同。据记者不完全统
计，除了“神奇特权”之外，还有

“惠惠指南”“跃程话费充值”“购
物猫猫”“省益省”“来就省”“喵
优惠”“彩虹盒”等数十个平台均
遭到投诉。

目前，在网上有大量投诉话
费充值陷阱的网友，一些已经通
过各种渠道要求并收到对方退
款，但更多的人反馈，这 29.9 元

“打水漂”了。

充值话费骗局在多个知名App出现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音江认为，
商家以“29.9元充值100元话费”
的广告内容吸引消费者，实际上
不仅要下载和注册App，而且需
要充值很高的金额才能享受到相
关优惠，这种广告明显涉嫌以虚
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欺骗、误
导消费者，涉嫌违反《广告法》的

有关规定，应该依法受到相应的
处罚。“在这个案例当中，小象省
钱App相当于广告主，应当对广
告内容的真实性负责，也应当对
消费者权益受损问题负责。支付
宝平台相当于广告发布者，应该
知道‘29.9元充值100元话费’的
广告有虚假或误导的成分，仍然
为广告主发布此类广告，应当与

广告主承担连带责任。”
针对这种骗局，北京云嘉律

师事务所律师赵占领表示，29.9
元得100元话费的内容与实际不
符，甚至涉嫌欺诈消费者。推出
这种活动的商家需要对此负责，
需要按照承诺向消费者履行相
应合同义务，构成欺诈的需要承
担退一赔三的法律责任。

律师表示平台同样有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