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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天下2023年4月7日 星期五
责编 / 崔淑静 美编 / 李旭 校对 / 宋春芳 李丽

“29.9元充值100元话费”“49.9元充
值200元话费”……取快递、看视频、玩游
戏时常会弹出这样的内容，记者近期调查
发现，这样极具吸引力的低价充值活动实
为消费陷阱——充值获得的不是话费而
是数十张话费满减充值券。业内专家表
示，一方面商家这种行为涉嫌以虚假或
引人误解的内容欺骗、误导消费者，另一
方面部分平台及 App帮助这些不良广告
商让消费者频频踩坑，有失平台监管之责。

低价充值话费诱惑力十足

“我以为自己真的获得了低价充值
话费的奖励，没想到充值后话费没拿到，
给了一堆券，还得另外下载软件，支付的
29.9元等于打了水漂！”杭州一名消费者
胡女士说。

胡女士反映的问题，正是当前各界
关注的“互联网充值返券”消费投诉。胡
女士说，她在一丰巢快递柜取快递，扫完
二维码打开柜子后，手机端自动跳转到
100元话费优惠券包界面。当点击“立即
领取”后，跳转的界面显示“您的7000会
员积分即将过期，积分可抵扣70元”“仅
需29.9元就可以领取100元”。

“这100元实际上是券包，我必须向
下拉动到第二页的界面才能看到详情解
释。这个商家活动的解释方是上海云问
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胡女士说。记者联
系 了 该 公 司 留 下 的 客 服 电 话

“4001802500”，客服回复：话费券并非直
接充值话费，话费券单次充值100元抵扣
5 元，一共 20 张，等值金额 100 元。若已
经使用App会员权益则不支持退款。

不仅仅是取快递，一些视频、游戏等
软件也植入了大量此类广告。记者进入
某视频平台发现，在所观看的视频下方
有非常显眼的“两张体验卡可抽取”字
眼，点击之后可进行抽奖。抽奖结果显
示“领取100元话费券包”“100元，会员价

29.9元”，输入手机号即可领取。
记者输入手机号，支付成功后，收到

一条包含链接的短信，链接提示用户需
下载松鼠果果App。记者下载且登录之
后，在 App 券包里看到数十张话费五元
满减优惠券，提示“每月可任选1张优惠
券使用，优惠券有效期1年，过期自动失
效”。也就是说，并非29.9元能够直接充
值 100 元话费，而是 29.9 元购买到一堆
100元减5元的“全网通用”话费优惠券，
且一次只能使用一张。

针对这一情况记者采访了相关通信
公司。广东电信表示，按照中国电信集团
公司规定，电信直接提供的线上充值最高
折扣 9.95 折，广东电信线上直充没有折
扣，也没有通过合作方向客户提供线上充
值服务。其他运营商也表示没有直接参
与此类线上充值优惠。业内人士表示，有
的公司会和运营商合作，自费掏钱购买
一些充值优惠服务以吸引顾客，但使用
场景、使用期限等，解释权在公司本身。

目前，已有地方监管机构介入这一
消费投诉。近期，四川省自贡市市场监
管局组织召开自贡市“互联网充值返券”
消费投诉信息公示行政约谈会，约谈18
家涉及“互联网充值返券”消费投诉的经
营者。数据显示，2022年6月至2023年2
月中旬，自贡市市场监管系统处理涉及

“互联网充值返券”消费投诉举报近千
件，涉及18家公司，此类消费投诉在短时
间内集中爆发，数量呈上升趋势。

消费者维权难

记者调查发现，因为“低价充值话
费”处处挖坑、套路满满，消费者维权更
是难上加难。

多个调查场景显示，有的“低价充值
话费券”广告会把“券”字故意“藏”起来，
通过隐藏详情页、缩小“券”的字体大小，
让消费者误以为是低价充话费。记者做

了一组计算，如果需要消耗20张“满100
元减 5 元”话费券，需充值 2000 元，并且
还自费近 30 元购买了 100 元话费满减
券，实际单次优惠只有 3.5 元，更有软件
通过设置有效期来减少实际优惠。

有的“低价充值话费”广告变相为返
利软件引流。记者根据黑猫投诉提及的
投诉线索，在应用商店中对多个提供话
费券的App进行查找发现，其简介内容均
涉及“省钱”“优惠券”“返利”等内容。记
者调查发现，上述 App 的功能大致分为
两个板块，一是各大影视平台会员折扣
权益，一是淘宝、外卖优惠券权益。所谓
的淘宝、外卖优惠券权益，则是通过链接
跳转，将用户引导至淘宝、饿了么等平
台。

奇安信行业安全研究中心主任裴智
勇说，这种充话费广告大都是利用技术
手段，以插件方式寄生在一些平台网页
或App旁边的插栏、支付结果页、跳转页
面等位置，甚至是在劫持系统后以垃圾
广告形式出现。

还有部分App为赚快钱变相收取会
员费。记者调查发现，松鼠果果、小熊快
省等 App 都无法在应用商城中下载，只
能通过点击短信中的链接在浏览器下
载。消费者花费29.9元实际上支付的是
App的“一次性会员费”。广州消费者刘
女士表示，一些App在收取“一次性会员
费”之后再也打不开了，有的则换了个名
称变成其他购物返利软件。由于29.9元
与维权的成本相比微不足道，消费者往
往会自认倒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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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老年人来
说，这种广告的诱惑性和“杀伤力”不
小，也容易引发一些误操作导致他们被
骗；此类 App 还有可能在下载过程中插
入一些工具包，进而非法获取用户个人
信息。

须加强审核监管

受访专家认为，一方面诱导充值行
为涉嫌以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内容欺骗、
误导消费者，涉嫌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
和选择权，应该依法受到相应处罚；另一
方面，各类平台提供的第三方链接、二维
码明显违反《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
管理规定》，应加强对此类广告的审核，
保护消费者权益。

“在网上看到这种广告，根本不知道
这个 App 是哪个地方的公司，只有进入
支付页面甚至支付成功才知道收款方是
谁。而要投诉至外省某一地的市场监管
部门，对普通消费者来说太难了。”广州
消费者王女士说。

陈音江表示，出现消费纠纷时，根据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规定，消
费者可以要求价款三倍赔偿。具体到本
文提及的案例，充值平台涉嫌欺诈，应当
返还充值款29.9元，并赔偿500元。

北京市东元（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邓永认为，此类广告门槛低、获利快，且
存在监管盲区。“平台不能只顾商家投放
的‘广告费’而不顾消费者的权益，应该
切实履行监管责任。如果平台审查不
严，造成消费者出现损失，应当承担与其
过错相适应的民事赔偿责任。”

针对互联网上此类“牛皮癣”广告，受
访专家建议，从监管治理层面，应将其纳
入日常监管范畴，并通过舆情监测、消费
者投诉等渠道发现执法线索。一旦查实
存在违法违规或损害消费者权益行为，要
依法予以严厉查处，让其承担违法后果。

此外，邓永表示，消费者也要增强自
我保护意识，不轻信类似大幅度优惠的
充值广告，尽量通过正规平台正规商家
充值，遇到侵权问题要及时保留好相关
证据，依法维权，不让不良商家抱有侥幸
心理。 据《经济参考报》

互联网低价充值套路多
高额优惠暗藏消费陷阱

新华社耶路撒冷4月5日电（记者
王卓伦 吕迎旭）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
日前发表新闻公报说，该校领衔的团队研
发出一种新疗法，在治疗社交焦虑症上与
目前较为普遍使用的精神类药物具有类
似疗效。

主持这项研究的特拉维夫大学阿
德勒儿童发展与精神病理学中心主任
亚伊尔·巴尔-哈伊姆在公报中说，使用
新疗法与使用药物治疗的患者中，均有
大约一半的人症状明显改善。

公报说，研究人员发明一种被称为
“GC-MART”的疗法，结合了眼动追踪
与音乐。在实验中，患者选择播放他们
喜欢的音乐后，电脑屏幕上会出现人群
图像。患有社交焦虑症的人往往认为
人群或社交场合是敌对、消极或批判性
的，通常把注意力集中于皱眉或被胁迫
的表情面孔，无法将目光移开，而没有
社交焦虑症的人倾向于关注人群中那
些积极或中立的表情。

在新疗法中，音乐为患者关注正常
面部表情提供了积极作用。通过逐步
训练，患者的关注点趋于正常化，社交
焦虑症状有改善迹象。

以色列一大学研发出
社交焦虑症新疗法

4月5日，演员在苏州网师园内演奏江南丝竹。
近年来，江苏省苏州市网师园通过数字化展示手段，结合江南丝竹演奏、

昆曲、评弹等传统曲艺表演，不断探索园林夜游发展新模式，将古典美学融入
现代生活，为游客展示夜间园林魅力。 新华社发 李博 摄

传统演艺点亮园林“夜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