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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路市政府东300米繁华门市 90平方米，
（邮电小区）纯一楼招合租，办公最好，非餐饮。

联系人：马女士 16630784477
招合租

你知道你的手机上的APP
正在“自动续费”吗？赶紧查一
下！最近，26岁的周佳在查自己
的手机钱包时，意外发现多个
APP正在“自动续费”，这让她白
白损失了近 200元，而其中有的
APP早就停用甚至卸载了，这一
切，都源于她在开通会员时忘记
将“自动续费”停用。APP自动续
费怎么关闭？快看过来。

APP 自动续费
让她损失近200元

记者昨日在重庆市冉家坝
地铁站见到了周佳，她在光电园
一家电子商务公司从事后勤工
作。周佳指着自己的手机说，原
本打算在“双十一”血拼一波，就
检查自己的微信和支付宝账单，
想做好计划开支。她突然发现，
微信和支付宝里有多笔“自动续
费”的扣款。

周佳仔细一回忆，这当中有

视频会员、网盘会员、修图软件
会员、音乐软件会员、论坛会员
等。周佳说：“现在开会员的时
候，都会有提示，如果选择‘连续
包月’，就可以享受最低折扣。所
以我在开通的时候肯定选便宜

的，没想到后来就忘了关。”
周佳说，这些“自动续费”的

APP中，有的自己仍在享受会员
服务，有的早就没用甚至卸载
了。比如某视频会员，这是此前
自己追某个综艺节目时开通的，

当时想着综艺节目结束就立即
关闭。但后来自己直接将软件卸
载了，却没想到“自动续费”仍在
继续中，“按照 29 元一个月扣
费，可我都卸载了两个月了呀”。

周佳统计，自己没用、卸载
的APP里，仍在“自动续费”会员
的软件，已累计扣费达近 200
元。其中，最久的是一个论坛会
员，自己开通于今年 4月，每月
会员费是 12元，一直扣到 10月
底才关停。

扣费扣得无声
无息不易察觉

记者通过周佳的手机记录
看到：当开通某个 APP 的会员

“连续包月”服务后，在相应的
支付软件中，就会生成一个协
议——服务到期前 2天自动续
费，自动延长服务有效期，如关
闭服务则不再发起续费。这当
中，周佳最不满意的是，“自动续

费”不能在APP里直接取消，哪
怕是卸载也不会取消，一定要去
支付软件里找到并关闭才行，

“这种太容易搞忘了”。
“我自己开通的‘连续包月’，

这个我认。但是这个扣费无声无
息不易察觉，而且很难找到关闭
口，这点就很不科学。”周佳不满
地说。周佳的男友小徐说，自己
已经帮周佳关停了所有无用的

“自动续费”，以后自己也要定期
检查周佳手机里的“自动续费”
情况。

如何取消手机APP的“自动
续费”功能？记者联系上了在重
庆市渝北区红石支路从事手机、
电脑等电子产品维修工作的许
建超先生，他分享了自查和取消

“自动续费”的方法。同时，他也
提醒，“连续包月”确实能享受优
惠。但如果不是长期使用，可以
开通后立即关闭“自动续费”，以
免造成不必要的开销。

据《重庆晚报》

停用甚至卸载后，会员费却依然被照扣不误

手机APP自动续费这个“坑”该咋填？

“双十一”的第一波快递已
经开箱，第二波紧接着安排上，
购物狂欢早已从一天延长为一
个月。在这个各路商家使尽浑身
解数的大促氛围中，不买点什么
仿佛就“错过了一个亿”。

然而，在“买买买”的声音
之外，却有一群人说“不要买”。
它来自豆瓣的“消费主义逆行
者”小组，这里有近 30万人，他
们尝试对购物这一行为进行反
思与审视。

买还是不买

不管你想或不想，大概都不
太可能逃过来自“双十一”的信
息“轰炸”，成堆发送的营销短
信，网页和APP上随处可见的广
告，还有直播间的卖力介绍，以
及“省钱作业”“必买清单”“限量
XX份”等标签，都在营造“买买
买”的氛围。

第一波预售日，有一知名主
播在直播间累计交易额高达
107亿元。

不少网友评论，这百亿里有
我的贡献。也有人说，当晚很早
就睡了，“面对消费主义的狂潮，
只能‘装死’才能平安度过”。

在购物狂欢中，“买它”似乎
不需要太多理由，而不买至少要
经过一番挣扎，这便是“消费主
义逆行者”小组正在做的事。

该小组成立一年多，目前拥
有近 30万组员。对于组长“碎碎
铁”来说，这也是始料未及的。

“当时是想分享一个建议大家不
要头脑一热就去买收纳柜的帖
子，因为发现很多时候收纳柜并
没有解决我们的根本问题，反而
变成另外一个需要收纳的物品。
寻找后发现没有这样的小组，就
自己建了一个。”

“消费主义逆行者”，顾名思
义就是走在消费主义对面的人。
实际上，很多人认为“不要买”更
能传递它的特征，并称其为“不
买组”。

加入“不买组”的人，有践行

极简主义的，有单纯为了省钱
的，还有一些求劝退的。但讨论
比较多的，还是关于某类物品买
不买的话题。

比如说学生党要看复习资
料，有没有必要买个 ipad？有必
要买复合维生素吗？烘干机真有
那么必要吗？阅读架是不是智商
税？当然也有讨论“如何克制‘双
十一’澎湃的购物欲”这样的问
题。

“碎碎铁”透露，他们小组和
管理员经常就“要不要保留咨询
区”展开讨论，大家意见不一。

“因为我们是‘不买组’，并且我
们认为，需要问的物品基本上都
是可以不买的。但组员们比较喜
欢咨询区，讨论也比单纯的分享
帖更热烈一些。”

在她看来，每个人都很难一
直理智，所以有提问、有咨询也
很正常，属于不买路上的一种挣
扎和实践。小组的讨论，经常也
让她打消买某些东西的念头。

“很多人理解这个小组想
表达的意思是不消费、省钱。其
实不是，只是不被消费主义裹
挟，注重自己的内心和实际需
求，过物尽其用的生活。如果一
样‘无用’的物件让你非常喜

欢，看到它会让你安心或愉悦，
也是不用抗拒去购买的。”“碎
碎铁”表示。

消费市场的套路
有多少

“这么多年了，我也着实不
是很理解为什么付尾款要在半
夜，是怕白天人清醒了吗？”今年

“双十一”第一波付尾款后，有网
友如此发问。

相较于线下购物，消费者在
网络购物时会更加冲动，这已成
为消费市场的常识。而在“消费
主义逆行者”小组的分享中，可
以窥见消费市场更多“套路”。

有网友分享，某品牌面霜线
下超市更便宜，“双十一”并非最
低价。某品牌服饰标明 30分钟
后恢复原价，但 30分钟过去还
是促销价。

有网友建议，不要为了凑满
减去买一些不需要的东西。不要
大规模囤牙膏、洗发水、沐浴露，
去年买的现在还没用完。

还有网友表示，买了预售产
品想退货，竟然要等到早上八点
才能退，有些速度快的商家都发
货了。

今年，中消协也发布了“双
十一”六点注意事项，提醒消费
者不可迷信“低价”、看清促销规
则、谨慎囤货、保持冷静、及时维
权等。

在“碎碎铁”看来，通过制造
焦虑，让你觉得只有买了这件商
品，自己就会变得更好的，都算
消费市场的套路。“这些不仅仅
是包包、衣服、口红一类的产品，
一些网上课程、培训、健身都是
这样的套路。”

为了抵抗消费市场的诱惑，
“消费主义逆行者”的组员们想
出了很多小妙招。比如有人用表
格整理分析了家中 199件衣服，
总结出自己的购物模式、衣服的
闲置率和原因，以及应对策略。

有喜欢种草的网友分享，取
关卖衣服的博主微博，会丧失
80%的购买欲。

还有网友从色彩心理学角
度出发，把购物软件主题变成绿
色，就会毫无购买欲望，等等。

为什么不要“买
买买”

不过，随着网上对消费主义
的讨论增多，争议声也接踵而

至。前段时间，豆瓣“抠组”资深
成员王神爱因“毕业 9年抠出两
套房”被骂上热搜，很多人并不
认同“抠门”“极简主义”的生活
方式，认为“钱不是省出来的，是
赚出来的”“花钱才能让自己真
的开心”。

在“消费主义逆行者”小组
内，对于什么算是消费主义也有
不同的看法。不少人会讨论，扫
地机器人算是消费主义吗？热衷
吃火锅算是消费主义吗？

“碎碎铁”认为，每个人有自
己的消费观，自洽就好。“比如我
本人是非常喜欢吃美食的人，所
以吃火锅一定不算消费主义，但
可能有些人认为食欲和物欲是
一样的，他们的必需是‘吃饱不
饿即可’，那对他们来说，网红力
推、热门必吃之类的就算妥妥的
消费主义。”

在“碎碎铁”看来，消费习惯
不同很正常，不去评价其他人群
的喜好，从“买买买”里能获得乐
趣也是一种生活方式。不管是消
费什么，重点还是看清楚自己是
否需要、是否真的喜欢、能否坚持
使用它，一次消费并不会直接把
你变成更好的人。

而“不买组”聚集的，是主
动和自发地“不想买了”的人
群，是对“买买买”产生怀疑的
一群人，可能是想攒下钱做更
重要的事，可能是想控制自己
的焦虑感，也可能是希望回归
生活本质，注重内心需求，各种
各样对“买买买”说不的理由，
让大家加入进来。

在该小组中，不少人都曾是
“购物狂”，有网购 26万后开始
反思的，有从暴买到按需购买
的，有沉迷奢侈品买东西必买大
牌的……

消费方式的变化，不仅代表
着单纯的“不要买”，还意味着他
们开始思考，自己究竟想要什么
样的生活。

这个“双十一”，你买了吗？
据中新网

“双十一”商家套路太多

克制购物欲，近30万年轻人选择——不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