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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先用后付”的选择权还给消费者

今年“双 11”网络促销已拉开帷幕。针
对近期消费者反映某些应用软件不明链接
跳转导致的相关消费问题，中消协近日敦
促经营者切实落实广告“一键关闭”，不得
无底线收集消费者个人信息。

形形色色的弹窗广告，无孔不入，愈演
愈烈，已成一大网络公害。打开电脑网页
或手机 App，映入眼帘的是五花八门的弹
窗广告，像苍蝇一样赶不走，如蟑螂一般灭
不掉，让人烦不胜烦、气愤不已。

很多网民都有这样的感受：用视频软
件看个电视剧，不仅开始播放时“被强制”
观看几十秒到百余秒不等的广告，观看过
程中还要“被强塞”十几秒不能跳过的广
告；有的软件在弹出广告时设置“连环套”，

刚刚关闭一个弹窗广告，紧接着又弹出一
个别的广告；还有软件在广告中伪造、虚设

“关闭”按钮，点击“关闭”后，却跳转到了相
应的广告链接……

“弹窗信息标识近于无形，关闭按钮小
如蝼蚁，页面伪装瞒天过海，诱导点击暗度
陈仓……”工信部网站对此曾作这样的描
述，可谓生动形象、直陈要害。

弹窗广告缘何如此猖狂而又顽固不
化？根本原因就在利益驱动。

据调查，弹窗广告已经形成完整的产
业链，商家交 2 万元就可弹窗 100 万次，量
越大成本越低。有客服人员透露：“运营
商、软件、浏览器平台都有用户大数据，你
只要提出广告时段、推广地区、目标受众、

产品定位，我们就可以提供服务。”
结果就是弹窗广告多如牛毛，让人不

想看也得看，成为屏幕“霸主”。
广告法明确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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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家相关
部门多次针对互联网广告开展整治行动，
取得了一些效果。

但是，屡禁不止现象普遍存在，弹窗花
样越来越多，页面上明明有“关闭”字样，点
了却弹到另一个界面，广告一环连一环，没
完没了，感觉像进入迷魂阵。

此种霸屏广告是在滥用信息技术，是
技术霸凌的表现，需要对运营商、软件、浏
览器平台作出严格限制，加重处罚，加大打

击力度，决不可任其“裸奔”。
中 消 协 建 议 ，经 营 者 应 遵 守 法 律 规

定 ，保 障 消 费 者 的 知 情 权 、选 择 权 和 隐
私 权 。 监 管 方 要 建 立 完 善 、科 学 、合 理
的 管 控 机 制 ，针 对 不 明 链 接 跳 转 问 题 进
行整治。

维护网民合法权益，促进互联网健康
发展，必须依法依规严厉整治弹窗“霸屏”
行为。不管是大平台还是小企业，对于屡
教不改的，就要依法加大处罚力度，增加违
法成本，以儆效尤。

我们相信并期待着，随着监管体系不
断完善、管控技术日益成熟、执法加大力度
密度，种种“牛皮癣”都将被铲除，网络空间
得以健康清朗。

把烦人恼人的弹窗链接“扫”出去

“双 11”即将来临，与网购相关的话题
再度热了起来，其中包括存在于多家网购
平台的“先用后付”。这种支付模式对电
商平台来说，可以鼓励消费，提升交易额；
对消费者而言，尚未付款就能享用所购商
品，而且免除利息费用。“先用后付”看似
增加了购物便捷性，却暴露出不少问题，
引发消费者热议。

比如“开通容易关闭难”，“先用后付”
被平台设计为默认开启，即未经消费者知
情并同意，下单时被迫使用该功能；但关
闭时，不仅关闭键难找，而且遇到未完成
的订单还无法进行关闭。

再如，容易造成错误下单。如果不启
用“先用后付”功能，消费者网上购物时，
下单支付需要手动逐项操作，一般不会出
错。而默认启用的“先用后付”，部分消费
者在浏览购物网页时，稍不留神会误点某
些商品下单成功，表面看是“0 元”拍下商

品，但后续会被扣款，那么消费者稍不留
神就会出现“误消费”。

这些问题都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
益。不管是默认开启，还是难以关闭，或
是“误消费”，都侵害了消费者的选择权。
众所周知，消费者在电商平台购物时，一
般会对品牌、产品规格、价格、支付方式等
情况进行了解和选择，然后才能下单购
物。而“先用后付”简化了购物流程，也把
消费者的选择权“减”掉了。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九条规定，消
费者有权自主选择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
经营者，自主选择商品品种或者服务方
式，自主决定购买或者不购买任何一种商
品、接受或者不接受任何一项服务。消费
者在自主选择商品或者服务时，有权进行
比较、鉴别和挑选。对比可看出，“先用后
付”让选择权打了折扣。

因 此 ，电 商 平 台 可 以 推 出“ 先 用 后

付”，但用不用该功能，必须将选择权还给
消费者，这不仅是对消费者权益的尊重和
维护，也能防止“误消费”带来的消费纠
纷。如果不能由消费者选择使用该功能，
消费者就有理由怀疑，电商平台通过“先
用后付”诱导消费。

电商平台有必要将消费者选择权“置
顶”，既要将是否启用“先用后付”交由消
费者决定，也要提供取消该功能的便捷渠
道。对于消费者没留神就“0 元”拍下的商
品，平台应该纳入无理由退货体系，提供
便捷的退货退款渠道，而不是给消费者退
货设置障碍。

鉴于最近各地消保委收到多起涉及
“先用后付”“免密支付”的投诉，消协组织
可以以侵犯不特定消费者合法权益为由，
对相关平台进行规范；地方市场监管部门
应当督促电商平台整改，为线上消费创造
更加合规、安全的环境。 据光明网

不可轻信“买家秀”
近期，公安部网安局官方账号发布提

醒，不可轻信“买家秀”。
电商早已融入我们的生活，面对花样

繁多的商品，哪个质量好，哪个应用强，哪
个更漂亮，店铺展示的“买家秀”成为消费
者网购的重要参考。

然 而 ，部 分“ 买 家 秀 ”却 沦 为“ 骗 人
秀”。一些商家伪造用户评价和晒图，将虚
假的“买家秀”当做引流工具，甚至催生灰
色产业链。如近日四川警方破获了一起

“网络水军”团伙案，该团伙在 2 年多时间里
为多个平台 1000 余户商家“刷单控评”，以
此攫取不法收益。

“水”出来的网络评分浇灌不出好口
碑，反而破坏多方苦心构建的市场环境和
网络生态。消费者不得不付出更多精力，
在铺天盖地的评价中去伪存真，消费体验
打了折扣。

挤掉网络评分的“水分”，才能获得真
好评。

今年 9 月《网络反不正当竞争暂行规
定》施行，明确了“好评返现”“刷单炒信”等
行为违法，为网络竞争秩序划出底线、立下
规矩，为监管部门提供了明确清晰的执法
依据，使监管工作更具针对性和有效性。

新规要落地，必须各方齐心协力，共同
发挥应有作用，强力打击炒作网络评价的
产业链条，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信用评价
体系和投诉机制。

近来，有消费者针对一些“好评如潮”
实际“很拉垮”的商家，兴起了“反向打卡”
潮流，即去评价一般的商家消费，体验反而
超乎预期。从某种角度看，这其实也是一
种预警：造假终被市场抛弃，诚信经营方得
长久。 据新华网

有话直说 ＞＞ 乌梦达乌梦达

近日，各级市场监管部门、消协发布
“双 11”网络购物消费提示，提醒消费者
识别网购套路，认清虚假折扣。

打折既能让商家提高销量，也能让
消费者得到实惠。这本是双赢的好事，
一些商家却动起了歪心思，“亏本冲流
量”“清仓大甩卖”“跳水价”等喊得震天
响，背后却往往是先提价后降价、虚构原
价等套路。

近年来，价格法、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电子商务法、广告法、《明码标价和
禁止价格欺诈规定》等法规条例明确
规定，不得利用虚构原价、虚假打折欺
骗、误导消费者。但不少地方的消协
和第三方机构统计，网络购物价格欺
诈问题仍然较为突出，需要进一步加
大打击力度。

消费者网购时应尽量选择资质齐
全、信誉良好的电商平台；下单前务必弄
清楚优惠规则，不被虚假折扣误导，不要
轻信库存紧张等诱导式营销和话术煽情
的剧本式营销。

面对“双 11”促销季的种种诱惑，消
费者应保持冷静，只有不轻信、不冲动，
才可能有一个良好的购物体验。

文图据新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