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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泛滥 小游戏里暗藏各种陷阱

“玩游戏，一分钟弹出了3个广告，真不知道是
在玩游戏还是看广告。”北京玩家小刘近日接受

《法治日报》记者采访时抱怨道，当下很多小程序
游戏，广告泛滥，严重影响了游戏体验。

类似的吐槽在网上有很多。记者近日调查采
访发现，这些广告泛滥的游戏大多为网络小游戏，
很多不用下载就能玩，且这些广告中还含有不少
诱导消费、低俗等不良信息。

为什么小游戏里的广告如此泛滥？又该如何
规范这一问题？

广告泛滥影响体验

前不久，上海市民刘女士
为了放松身心，在平板电脑上
下载了一款名为“××神器”
的小游戏。她试玩了一下，广
告多的让她直言受不了：“开
局、使用道具、升级啥的，都会
弹出广告，一遍又一遍，这么
多广告，不要叫‘××神器’
了，直接叫‘广告神器’吧。”

记者调查发现，在社交平
台上，有很多网友吐槽小游戏
广告泛滥影响游戏体验，网友
直呼“小游戏广告多到令人发
指”，不管是使用道具、复活，
还是获取通关提示都需要观
看广告。

经玩家指引，记者在某小
程序里试玩了一款名为“××
连一连”的小游戏，刚点击进
入游戏页面，马上就弹出了一
则广告，必须手动点击“关闭”
才能接着玩游戏，“关闭”两个
字还特别小，很难找；玩游戏
过程中，页面上充斥着各种小
广告，如页面的左上方、右上
方和下方同时出现广告，一不
小心就会误点击。

与此同时，记者发现在该
游戏中换主题、“清炸弹”、重
排和提示都需要观看几十秒
的广告。

广告众多的小游戏在某
应用程序中还有许多。一款
名为“××清洁”的手游，游戏
中塞满了广告，页面下方的广
告会不停切换，且每次过关时
都会弹出广告，一不小心误点
击，就会直接跳转到另一个平
台。同时，该小游戏每跳过一
个关卡，就需要一把钥匙，观
看几十秒时长的广告才能获
取钥匙。

记者注意到，这些小游戏
嵌入的大多是一类 App 的推
广广告。

除了小游戏外，一些游戏
App 中广告也不少。在某平
台的一些测试版游戏的评论
区内，记者看到有不少玩家反
映游戏内广告太多。“广告到
处飞，一不小心点了得看完才
能退出。”有玩家如是说。

广告多也就罢了，很多广告里
还埋了“雷”。记者调查发现，小游
戏里跳出的不少广告，存在不良信
息、诱导消费的内容。

记者打开一款小程序游戏，试
玩过程中跳出的多则广告内容都较
为低俗。如记者点击“看视频抽奖”
活动后，跳转到的界面直接开始播
放视频广告，内容为推介另一款小
游戏，宣传图中的角色穿着暴露，姿
态挑逗，宣传语写着：“这你都不玩，
还有什么让你觉得好玩？”

还有玩家因虚假广告被骗。据
报道，去年9月，江苏省常州市严女
士在玩一款小游戏时，为获取道具
而观看广告。恰巧，有资金需求的
常女士看到一则贷款广告，便按指
引下载并注册了这款贷款 App。为
了提现贷款 App 中显示的余额，常
女士按照客服指引累计转账共9万
元，后来发现被骗。

类似的事件还有很多，如货不
对板的“29.9 元充值 100 元话费”广
告，支付后却得到一堆满减券；涉嫌
虚假宣传的“2 至 3 天学会技能考
取××证”，交完培训费后只得到几
个教学视频……

据业内人士介绍，小程序内投
放广告支持横幅广告、激励式广告、

插屏广告和格子广告，其中格子广
告所适用的推广页类型仅支持小游
戏。小程序横幅广告支持点击竞价
购买，插屏广告和格子广告支持按
曝光竞价购买。小程序流量主可以
结合不同小程序特点，选择自定义
广告展现场景，支持多种推广目标
与推广页，满足不同营销诉求。小
程序广告按照每日广告预算 50 元
起，根据购买方式不同而收费不同。

一名广告公司的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游戏公司、工作室一般都设有

“游戏广告投放部门”，有些大公司
还会有“游戏广告制作部门”，游戏
广告通常由这两个部门负责。现在
很多网络广告的创作都有模板，制
作部门按需更改内容即可。

这名工作人员还透露，目前仅
靠广告收益的小游戏很多，广告数
量是其主要收入来源，游戏制作商
对广告的需求量往往很大，内容和
游戏有无关系并不重要。

这些小游戏是如何对接广告
的？为何不良广告如此之多？

专注于网络游戏行业的北京韬
安律师事务所律师司斌斌告诉记者，
休闲小游戏具有体量小、玩法简单、
开发周期短等特点，在经营模式上以
广告收费为主。该类游戏的研发厂

商一般规模不大，在团队人员结构
上，更偏重研发，游戏运营方面对应
用商店或渠道平台很依赖，因此应用
商店或渠道平台的话语权更强。

“一般情况下，小游戏运营商接
广告，难以自行选择或挑选自己想
合作进行展示的广告，只能选择接
入应用商店或渠道平台提供的‘广
告池’，比如每个‘广告池’有50个广
告，进行随机播放。部分游戏的开
发商想排除一些类别，平台往往也
不会同意。”司斌斌说，这些广告主
要由应用商店或渠道平台进行内容
审核，风险较高的广告，收取的广告
费会比较高。

记者打开某平台的广告内容审
核规则看到，该规则明确，游戏制造
方创建并提交广告后，进入审核系
统等待审核。“广告审核”一栏中，对

“不良导向类”广告作出了明确规
定：不支持使用引人歧义的不明意
义场景或描述，如“不可描述的事”
等；不支持含有容易引起歧义的词
汇，如“嘘、悄悄看、速看、看后删除”
等……

但实际上，记者试玩了该平台
上的多款小程序游戏，游戏中跳出
的大量广告，含有一些不良信息、诱
导消费的内容。

广告背后暗藏陷阱

记者调查发现，这些广告众多
的小游戏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都
没有版号。司斌斌告诉记者，无版
号小游戏，不能通过游戏内“道具收
费”的方式获利，广告收费是其唯一
或主要盈利模式，所以就导致无版
号小游戏相对于有“道具收费”的游
戏，广告更多。

对于如何规范小游戏广告多的

问题，司斌斌认为，应该加大对违法
违规广告的打击力度，如果是内容
合法合规、有一定质量和品质的广
告，对于用户体验比较友好，广大用
户也不会对广告如此反感。

司斌斌建议，加强对小游戏内
广告的监管，比如类似于对影视剧
或长视频中广告的管理，对于广告
时长、广告展示次数提出具体监管

要求，对过度广告进行治理。
“应用商店、渠道平台以及游戏

开发者应加强行业自律，增加广告
内容的合规审核，对广告的内容、时
长、展示方式进行合理安排。保持
适度的商业广告数量，也可以穿插
一些适宜的公益性广告，承担更多
的社会责任。”司斌斌呼吁。

（据《法治日报》)

过度广告亟须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