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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是送福利还是挖陷阱

当心那些“能赚钱的APP”
看视频赚钱、玩游戏赚钱、

读新闻赚钱，甚至走路睡觉也能
赚钱……面对这样的宣传，你心
动了吗？

近年来，一批打着“躺赚”
“走赚”“玩赚”旗号的赚钱类
APP频频出现，凭借听起来毫不
费力的收益方式，吸引大批用户
下载安装。那么，使用者真的能
从中赚到钱吗？

广告推广无孔不入

在玩游戏、刷微博、看短视频
时，不少用户都曾看到过植入的
赚钱类APP广告。这些广告的宣
传语无不强调，只要利用零散时
间在赚钱类APP上进行简单操
作，就可以获取相当丰厚的收益。
低投入高回报的诱惑，吸引不少
用户点击广告链接下载软件。

同时，网上随处可见的“赚
钱经验帖”，也为赚钱类APP带
来不少流量。“给大家介绍一个
通过阅读赚钱的APP”“真的可
以赚钱的APP”“我是怎么用某
APP赚钱的”，这些遍布于网络
平台的“经验帖”，看似是一篇篇
个人的经历记录，而实际大多是

在打着分享经验的幌子，为APP
做推广。

除去铺天盖地的植入广告和
“软”推广，人与人之间的实际关
系网也成为赚钱类APP借助传播
的工具。在社交软件上，不少手机
用户都收到过好友发来的推广链
接，如点击链接下载一些软件。不
少APP在吸引用户点击下载后，
又会以诸如“成功推荐亲朋好友
得奖励”之类的诱惑，吸引用户向
身边亲友介绍“拉新”，加速了此
类APP的“跨圈”传播。

赚钱背后“套路”多

在赚钱类APP上获得收益，

真的毫不费力吗？一次偶然的机
会，家住北京的张女士经同事介
绍，下载了一款号称“刷刷新闻
就能赚钱”的资讯APP。但她在
使用后发现，要想真正在这款
APP上赚到钱，“那是比登天还
难”。

张女士告诉记者，在该APP
中阅读新闻、分享资讯、推荐好
友注册、每日签到等都可以获得
金币，金币可以换取为奖励金并
提现。这个赚钱模式看似十分合
理，可实际上却有着层层“套
路”。

首先，按照规则，要想赚取
1元的奖励金，用户需要在APP
中浏览 500 分钟左右的信息。

“花大量时间耗在APP上赚这 1

块钱，很不值。”其次，想赚到了
钱就马上提现也不可能。APP规
定，用户累计攒够 30元奖励金，
才能选择提现。而在累积奖励金
的过程中，“赚钱”的门槛会越来
越高，任务难度和体量会成倍增
长。面对着越来越繁琐的任务，
张女士最终选择“卸载了之”。

更让人气愤的是，忙活半天
没把钱提出来，还可能把自己个
人信息给“卖”了。大学生小萱曾
经是一款游戏类赚钱APP的用
户，后因任务的不合理没两天就
选择了放弃。但在下载APP之后
一两个月，小萱开始频繁接到骚
扰电话，内容大多与网贷或“刷
单”相关。回忆起最近的经历，赚
钱类APP成了她最后锁定的问
题来源。“在注册用户时，我填了
真实姓名、手机号、身份证号和
个人地址来通过实名认证，明显
是这个APP泄露了我的个人信
息。”

社会呼吁行业监管

APP 赚钱真的没有那么简
单。从注册使用到现金提现，整
个过程圈套重重，一不留神，不

仅白费功夫，还可能被“坑”。
有律师表示，赚钱类APP目

前还处于法律“真空”之下，没有
资质保证，游走于监管的灰色地
带。如果不通过立法去规范这类
行为，可能会由此引发违法犯罪
行为。

其中，有部分赚钱类APP存
在鼓励发展“下线”，使老用户、
新用户之间构成上下层级的现
象。而参加者本人则直接以间接
发展的“下线”人数为依据计算
和给付报酬，形成了“金钱链”。
这些披着“赚钱”外衣的奖励模
式与传销的构成要件相似，容易
使用户不知不觉中被卷入传销
的漩涡。

同时，在赚钱类APP中还存
在虚假广告宣传的问题。专家表
示，赚钱类软件如果以虚假或者
引人误解的内容欺骗、误导消费
者，已违反广告法的相关规定。

面对赚钱类APP产业中存
在的乱象，业内人士指出，公安、
市场监管及网信等有关部门应
积极行动，合力整顿，同时建立
规范和专业的监管体系，加强此
类APP的准入审查、用户信息管
理和资金监管，促进行业健康发
展。 据《人民日报》

临近六一，对于未成年人的
保护又成了大众关注的热点问
题。

近些年，随着短视频和直播
的兴起，从色情、暴力等内容会
引发未成年人的心理问题，到诱
导打赏、充值等问题频发。对此，
网信办督促各APP上线了“青少
年保护模式”，但是这一模式真
的起到其应有的作用了吗？对
此，记者对时下热门的APP进行
了测试。

半数“错过”后
再找不容易

记者测试了目前使用人数
较多的抖音、快手、虎牙、斗鱼 4
款短视频直播APP以及腾讯视
频、bilibili、爱奇艺、优酷视频等
4款视频APP，还有微信、微博两
款社交APP。

这些APP均设有“青少年模
式”，且在APP首次启动时设有

“弹窗提示”。不过，被测试的微
信、微博两款社交APP在测试的
版本中并没有在启动时出现提
示弹窗。

根据上述APP的通报显示，
其青少年保护模式大多限制了
使用时长、夜间禁用、禁止打赏
或充值，部分APP还禁止观看直
播或者只能观看固定板块的内
容。

上述可通过首次启动页面
进入“青少年模式”的APP，如果
错过了启动“弹窗”，大部分用户
就必须在APP中找到开启这一
模式的按钮。

通过测试，记者注意到，只
有 bilibili、优酷视频、快手、抖音
等 4款APP在“用户页面”中明
示了“青少年模式”切换选项，其
他APP则需要进入用户界面中

寻找“设置”选项，再从“设置”中
找到这一模式的开启按钮。部分
APP的“设置”按钮隐蔽，如斗鱼
和虎牙的“设置”按钮均为图标，
没有中文标识，而其他选项则是
图标配合中文名称，这让不常使
用“设置”功能的人士，几乎很难
找到。

微博可“曲线”追星

使用了“青少年模式”的
APP就一定避免了未成年人不
适宜的视频和充值、打赏等行为
吗？记者对此也进行了测试。

在开启了“青少年模式”后，
在 抖 音 、快 手 、斗 鱼 、虎 牙 、
bilibili、腾讯视频、优酷、爱奇艺
等视频APP上可看的节目大多
是低幼年龄段的动画和一些科
普视频，不能看直播，也没有涉
及资金的选项。

在 社 交 APP 上 没 有 上 述
APP严格。微博通常被年轻人用
来追星，在“青少年模式”下，虽
然不能直接搜索到明星本人的
微博，但可以搜索到相关明星的
新闻内容。点击“@明星”，仍可
进入明星本人的微博。用户也可
以用这一方式进入明星“打榜”

“超话”等板块。
此前，在微信上，即使是在

“青少年模式”下，可以完成小程
序购物、阅读或观看一些适合成
人的公众号和视频号。不仅如
此，在微信的支付平台上，只要
知道支付密码，“青少年模式”下
仍旧可以使用收付款功能。此
外，其支付界面还有“微粒贷借
钱”“手机充值”“Q币充值”等功
能可用。根据百度百科的介绍，
Q币是由腾讯推出的一种虚拟
货币，可以用来支付 QQ 的 QQ
行号码、QQ会员服务等服务。

5 月 27 日 17 点，记者再次
登录微信“青少年模式”，发现支
付界面已经改变。金融理财板块
从原来的 4个子项目只剩下“金
融保险”一项。原本的“信用卡还
款”“微粒贷借钱”“理财通”均不
再显示。而生活服务板块，“Q币
充值”也已经不再显示。

关密码或重置门槛低

为了增加“青少年模式”的
有效性，不会被青少年轻易关
闭，除了微信外，被测试的 9款
APP都设置了启动和关闭“青少
年模式”的二级密码。但是，因为
青少年模式会对内容有诸多限
制，因此许多未成年人也会设法
将其关闭。

记者测试发现，除了部分
APP“青少年模式”下的功能还
存在“漏洞”，一些APP上关闭该

模式的二级密码也并不“安全”。
其中，微信使用其登录密码

作为关闭“青少年模式”的二级
密码，但是该密码重置也只需要
给注册手机发送一个验证码，即
可更换。也就是说，如果未成年
人拿着注册手机，微信的“青少
年模式”也就形同虚设了。

有这一问题的还有虎牙。其
关闭“青少年模式”的二级密码，
如果“忘记”，只要向注册账号的
手机发送一个验证码，输入正确
即可解除该模式。

对于“忘记”或重置解除“青
少年模式”的二级密码，斗鱼需
要“填写本人信息”，也就是需要
一个成人的身份证号码。填写完
成后通过支付宝人脸识别，确认
身份证与当事人匹配后即可解
除“青少年保护模式”。不过，记
者测试发现，在这一环节对身份
证并未“锁定”，也就是说只要有

成年人愿意“帮助”青少年，输入
身份证号和完成人脸识别，即可
解除“青少年模式”。

网信办将对
漏洞进行治理

“只要有心，青少年拿到家
长身份证和手机并不是什么难
事。更何况有的时候甚至只需要
一个成年人的配合，即可完成解
绑。”业内人士表示，斗鱼和虎牙
平台以直播为主，在未成年人网
络纠纷中，直播打赏是绕不开的
话题，而上述平台对解除青少年
模式的方式设置得如此“随意”，
可见对此事的防范并没有真的
落到实处。

不少网友认为，很多视频或
直播APP有青少年模式，只是为
了合规和规避法律风险，并不是
真能起到作用。

新华社此前也撰文指出，一
些直播平台对未成年人的保护
措施流于形式，为未成年人沉迷
游戏和网络大开方便之门，诱使
未成年人冲动消费和巨额打赏。

今年 5月 8日，国家互联网
信息办公室有关负责人表示，今
年计划用 3个月时间集中开展

“清朗·未成年人网络环境整治”
专项行动。其中就包括对各类服
务端的“青少年模式”的一些漏
洞和薄弱环节进行治理。一方
面，要坚持规范管理和鼓励创新
并重，引导和支持网站平台提供
适合青少年使用模式的产品和
服务；另一方面，在现有青少年
模式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功能
设置，提高未成年人身份识别的
准确性，增强未成年人保护的有
效性，特别是要在有效性上下功
夫。

据《北京青年报》

“设置”按钮隐蔽开启有难度 可“曲线”追星“Q币充值”

“青少年模式”能保护好未成年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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