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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App为何总“不小心”点进广告
近日，天津塘沽的张先生来电称，自己年迈的父

母平时爱在App上浏览新闻资讯，但一些App上的
广告宣传语很像新闻资讯，“广告”两字有的很小，有
的字体很淡且混在图片里，很难察觉区分，导致父母
经常点错，有的广告点进去容易退出来难，父母对此
烦恼不已。希望有关部门关注并进行整治。

“广告”标识不显著、伪装“套路”用户的情况是
否大量存在，涉嫌违反哪些法律法规，该如何整治解
决？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进行了调查采访。

“快充 6 分钟，续航 200 公里，新能源汽车上市
了。”

北京市民王先生最近正准备买车，在浏览某
App时看到这则“新闻”，立即点了进去，结果发现里
面在卖汽车贴膜、坐垫、玻璃水等车辆周边产品，与
新能源汽车上市没有半点关系。

他退出后找到这条“新闻”一看，原来是一则广
告，广告图片两侧呈暗灰色，小小的“广告”两字就在
图片左下角，呈淡灰色，不仔细看不容易发现。

《法治日报》记者近日调查发现，正如天津的张
先生、北京的王先生等用户所言，有的广告似乎刻意
模仿用户所登录App、平台上提供的主要内容及样
式，想方设法不暴露其“广告”身份，导致不少用户频
繁误点，跳转至购物、小说、游戏等广告页面。用户
对此颇有怨言。

互联网广告乱象曾长期
存在，如弹窗广告、无法一键
关闭、打色情擦边球等，相关
部门也一直在持续加强治理。

2022 年 9 月 30 日，国家
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工业和
信息化部、国家市场监督管
理总局联合发布《互联网弹
窗信息推送服务管理规定》，
规范弹窗信息推送服务。不
少受访用户直言，此后许多
App 和网站确实“干净”了不
少。但是，一些平台和广告
主似乎找到了一种藏得更深
的广告推送方式。

父母被广告困扰后，天
津塘沽的张先生认真查看了
其父母经常刷的几个App，发
现“有些广告和新闻资讯的

内容几乎一样，点进去才知
道被骗了，有的甚至会自动
下载软件，导致父母手机上
下 载 了 一 堆 乱 七 八 糟 的
App”。

张先生告诉记者，他上
网时也经常遇到类似情况，

“年轻人都很难辨别是广告，
更别说老年人了”，一些广告
的内容不堪入目，有些广告
的退出键找半天找不到。

记者查询了张先生所说
的几个 App、网站网页，发现
有的App、网站广告数量非常
多，每隔两三条资讯内容就
会插入一则广告，刷手机、浏
览页面时非常容易误点，想
要清净的浏览环境得付费成
为VIP才能享受“消除广告服

务”。有的 App 上的广告图
片、字体、格式与新闻资讯非
常相似，“广告”两字与图片
背景几乎“融为一体”，不仔
细看根本发现不了。

多位受访用户告诉记
者，大量的隐藏广告，非常影
响App的使用体验。有网友
无奈地说，躲过了开屏广告，
关掉了弹窗广告，又陷入了
页面内隐蔽广告的“魔爪”。

北京中征律师事务所高
级合伙人孙维说，法律在广
告频率方面并没有严格的限
制，但在内容方面有严格限
制。广告应当真实、合法，以
健康的表现形式表达广告内
容，淫秽、色情的内容是广告
法明确禁止的。

记者调查发现，还有一
种广告“藏”得更加隐蔽，它
们“潜伏”在 App、平台的评
论区或留言中，有的广告和
评论比较相似，也有用户名、
头像，甚至还有发布时间和
点赞数，用户容易误点。

如在某话题评论区，第
三条评论便是一则游戏广
告，有该游戏的宣传视频，也
有类似发布者的头像和名
称，下方显示为“2022 年 10
月 21 号发布”，右下角配有
转发、评论和点赞功能，显示
已有7059个点赞。

在这条广告的右上角，
标有“广告”字样，并且配有
关闭按钮。记者尝试点击关
闭按钮，弹窗提示出四个选
项，分别为“不感兴趣、投诉、

屏蔽此博主以及为何会看到
此广告”。

在有的 App、平台评论
区，广告的标识为“热推”而
非“广告”。如一条广告写着

“评论真的神了！”随后出现
蓝色的跳转链接，只要用户
触碰到，就会自动跳转到某
购物平台。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
究中心副主任朱巍说，当前
对于评论区广告这一形式，
广告法和有关法律法规并未
作出特别规定，鉴于当下各
平台在评论区添加广告的行
为，可以考虑将其纳入重点
监管行列。“广告一旦出现在
评论区中，也应当符合网信
办跟帖评论服务管理规定的
相关要求。”

此外，多位受访用户告
诉记者，一些App、平台设置
了关闭广告功能，但他们对
这一功能是否有效存疑。

记者尝试后发现确实如
受访用户所言。如一款资讯
类App设置了广告一键关闭
按钮，界面提示“将减少此类
推荐”，但记者相继关闭“虫
草”“茶叶”“升学”等七类广
告后多次刷新浏览页面，这
些广告仍原封不动地出现在
页面上。在某贴吧，广告关
闭时会弹窗提醒，其中有“已
经看过”“内容质量差”“开通
VIP 免广告”“不感兴趣”四
种选项，除开通VIP外，其余
选项选择后该广告都会关
闭，但用户在浏览其他内容
时仍会推送相关广告。

广告当有可识别性

误导用户危害不浅
我国广告法规定，利用互联网发布、发送广告，不得影响用户正

常使用网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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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还规定，广告应当具有可识别性，能够使消费者辨明其为
广告。大众传播媒介不得以新闻报道形式变相发布广告。通过大
众传播媒介发布的广告应当显著标明“广告”，与其他非广告信息相
区别，不得使消费者产生误解。

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北京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学会常务
副会长段威说，广告应显著标明“广告”，能够使消费者辨明其为广
告。上述App和平台内的广告存在误导用户的行为，与法律规定相
违背，须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
处以罚款。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说，平台和商家应尊重消费者
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当前一些广告存在隐蔽性，导致消费者无法识
别，本质上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有关部门需要出台相关规则进
行规制。平台和App开发商应当为消费者站好岗，放好哨，把好关，
打造消费友好型互联网广告设计理念。

如何治理和改善当前隐藏广告的问题呢？
刘俊海认为，消费者要增强自我保护意识、提升分辨能力；监

管部门要加强监管，依法用好行政指导、行政监管和行政处罚权
限，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特别是对于广告的识别权、甄别权、知情
权和选择权，营造共享、包容、普惠的互联网广告市场生态环境。

孙维说，广告经营者、发布者应当增强法律意识，严格按照广
告法的要求规范发布广告，承担起主体责任；监督部门应当严格依
法处理违法弹窗广告以及其他不符合广告法规范的广告，追究广
告主、广告发布者以及经营者的法律责任。

“消费者在浏览网页或者使用App时应当提高辨识力和注意力，
发现违法广告的，及时向有关部门举报。”孙维说。

有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当下App、平台多提供免费服务，广告是
支撑其盈利的主要方式之一，用户一边抱怨广告太多，一边又要享
受免费的服务，这本身就存在一定的矛盾，如何平衡和解决这一矛
盾是一大课题。

段威认为，在互联网时代，对各种日新月异的互联网广告行为
宜疏不宜堵，应加强规范全面引导，一方面应紧跟发展趋势，适时
修改完善制度规则，让相关主体的广告行为能够有章可循；另一方
面应全员参与各尽其职，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等经营
主体加强守法诚信经营意识，广告行业组织加强行业自律规范。

“消费者理性消费，依法维权；消费者组织积极作为；监管部门主
动担当履责，提升打击整治力度，共同净化网络空间。”段威说。

（据《法治日报》）

广告资讯分不清楚 标识隐藏难以发现

广告藏身评论区中 一键关闭效果存疑

依法承担主体责任
多方合力治理乱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