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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条大路通电商“按头安利”私底下都是生意

烦人的跳转广告怎么没完没了

离婚后彩礼要不要还？
最高法明确有关问题 2月1日起施行

规定旗帜鲜明反对借婚姻索取财
物，明确指出：一方以彩礼为名借婚姻
索取财物，另一方要求返还的，人民法
院应予支持。

根据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涉彩
礼纠纷案件中，可以根据一方给付财
物的目的，综合考虑双方当地习俗、给
付的时间和方式、财物价值、给付人及
接收人等事实，认定彩礼范围。

规定也明确，一方在节日、生日等
有特殊纪念意义时点给付的价值不大
的礼物、礼金，为表达或者增进感情的
日常消费性支出，以及其他价值不大
的财物等，不属于彩礼。

同时，规定进一步完善彩礼返还
规则，明确双方已办理结婚登记且共

同生活，离婚时一方请求返还按照习
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一般不予
支持。

但是，如果共同生活时间较短且
彩礼数额过高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
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
彩礼数额、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
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
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

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
活，一方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
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
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
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
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
比例。 据新华社电

违法边缘疯狂试探

“商家投机取巧的广告设计，是一
种变相的‘强制交易行为’，不仅侵害
了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也侵害了消
费者的公平交易权。”

据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
授赵精武介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有明确规定，消费者享有自主选择商
品或者服务的权利。

这一点，之前已有司法判例。去
年2月，因不满多次被迫触发“摇一摇”
开屏广告，武汉大学学生张馨月，以某
APP 侵犯其自主选择权为由，将该
APP运营方告上法庭。

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审理认
为，被告侵权行为成立，判决其停止侵
权，保证非用户主动触发跳转的情况
下，不会进行误导、强迫跳转。

除此之外，为了实现跳转广告的
精准投放，平台还可能会使用隐晦手
段，获取用户的个人信息。

其实，对于APP上无孔不入的弹窗
广告、开屏广告，各种监管措施并不少。

从2021年7月起，国家工信部、国
家市场监管总局、中央网信办等部门
就先后出台过多项规定。

比如，“摇一摇”广告，用户至少得

转动手机35°，转3秒以上才能跳转；
广告上要有明显的“跳过/关闭”按钮、

“点击跳转第三方”的标识；点击特定
区域才能跳转；不能误导、诱导用户操
作；不能频繁弹出广告；广告要能一键
关闭等等。

违反规定的，由市场监管部门责
令 改 正 ，对 广 告 主 处 5000 元 以 上
30000元以下罚款。

然而，尽管规定摆在这，市面上还是
有相当一部分用户被“按头看”的广告，
游走在“民不举、官不究”的灰色地带。

“民不举，官不究”

“很明显，这类广告违规了。但由
于量大面广，执法成本高、取证难，加
上用户‘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理，
处理起来并不容易。”长期从事广告批
评研究的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院
长助理张殿元介绍。

首先就是量大面广。数字经济时
代，流量就是钱。无论是对于APP运
营方，还是广告投放者，跳转广告都很
划算。

对于广告投放者来说，跳转广告
便宜、效果好。以信息流广告为例，受
访业内人士介绍，这类广告通常按曝
光量收费，一次曝光约0.015元-0.03
元不等，最低10000元即可起投。

“相比于传统的地铁、电梯广告，
这种方式覆盖面更广，效率更高。我
们还能在后台根据地域、年龄、性别、
喜好等标签进行精准投放。”该业内人
士称。

对于 APP 运营方，跳转广告成本

低、利润高。“APP的流量是现成的，公
司只需要养一个商业化团队，负责算
法、运营产品、完善功能，不需要什么
实际成本。”某浏览器APP商业化团队
成员透露，通过信息窗口推送广告是
APP主要商业模式之一。

这两方你情我愿，一拍即合。去
年，中国互联网广告市场规模预计为
5732 亿 元 人 民 币 ，较 2022 年 增 长
12.66%。“广告数量多、分散在不同平
台、投放花样多，管理很麻烦。”

行政监管很难完全覆盖，用户力
量也有限。在庞大的平台面前，有意
识、有能力维权的个体毕竟是极少数。

虽然能投诉，但和虚假广告不同，
大家并不了解这类广告是否违法，加
上沟通、取证麻烦，又没真的损失
钱，大部分人一般就“忍忍算了”；还
有一些人干脆“打不过就加入”，跳
转到电商平台后干脆逛一逛、买几样
东西再走。

用户的忍让，换来的是跳转广告
越发离谱：“摇一摇”进阶成“扭一
扭”；“跳过”按钮藏在最边上和背景
一个颜色，找半天找不到；又或是把
按钮设计得特别小，哪怕看到了也不
敢轻易去点……

“想不想点跳过，是用户的态度；能
不能让用户跳过，就是本广告的本事。”

广而告之别广而扰之

其实，适度的广告，并不会引发如
此强烈的反感。毕竟钱难挣，大家都
能体谅。

但做广告，本质是一种说服，要么

以理服人，要么以情动人，哪有“按着
头”强行让人看的。在这样的“按头安
利”里，我们看不到平台对用户最基本
的尊重。“嘴上喊着‘上帝’，私底下却
都是生意。”

归根结底，广告不是原罪，我们真
正讨厌的也不是广告，而是它错误的
打开方式——背靠平台和算法，悄无
声息、无处不在地侵入我们的生活，而
我们却只能被动接受。

“柿子捡软的捏”，不难看到，对于
广告入侵的边界，平台也在试探用户
的底线。我们忍让，平台就得寸进尺；
吐槽多了，平台一时又收敛几分。

因此，下次再遇到莫名跳转、关不
掉的烦人广告时，不妨试试维权。赵
精武教授介绍，用户可以拨打 12321
举报不良和垃圾信息，也可以拨打
12315反映。

除了个体努力，治理也得跟上。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信息与

传播研究中心副主任潘霁认为，治理
互联网广告，需要转变思路。“技术发
展的速度，新问题涌现的速度，总比规
则制定的速度快。如果出现了问题再
治理，头疼医头，总是慢一步。”

潘霁教授建议，与其事后治理，不
如主动拥抱技术。通过数字技术，智
能算法，大数据等，把广告做得更好
看、更好玩、更有趣、投放更精准，能真
正满足用户需求，不造成打扰。

“好的广告多了，有问题的广告自
然就少了。”毕竟，广告广告，要做的是
广而告之，而不是广而扰之。

据央视网

一到各种购物节，无论你在
手机上点开什么，命运总能让我
们相聚在电商平台。

打开APP，广告立刻占满屏
幕；不小心稍稍碰到屏幕，立刻
跳转到第三方购物平台；试图
关闭、退出，却找不到、点不到

按钮；按两三次返回键才能真
正退出……

伪装成普通帖子、混入朋
友圈的大明星代言广告、视频
暂停后无缝衔接广告……愈加
频繁且离谱的跳转广告，让人
越来越烦。

但是，你骂你的，它跳转它
的！还是“薛定谔的跳”，不到
广告真正出现的那一刻，都不知
道自己今天被发配给了谁，是某
宝、某东，还是某多多。

“条条大路通电商”，烦人的
跳转广告，怎么没完没了？

“彩礼”是我国传统婚嫁习俗，近年来各地涉彩礼纠纷案件

数量呈上升趋势。对此，最高人民法院1月18日发布关于审

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通过明确裁判规

则，助力引导人民群众更加理性地看待彩礼问题。规定自

2024年2月1日起施行。

电子“牛皮癣” 新华社资料图片

2021年5月20日，新人们在河间市“零彩礼”公益集体婚礼上。
新华社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