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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州佳航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为汽车一站式服务
经营：车险投保，定损查勘，道路救援，钣金喷漆，维护保养等一切车辆服务。

精湛的工艺，亲民的价格，让您省心省力更省钱！
地址：沧州市新华区海河东路（沧州荣复军人疗养院对面） 联系人：黄经理17888777771

“这哪里是晚会，简直是‘广
告大会’里夹杂了几个节目”“主
持人存在的意义就是念广告吧”

“没有广告植入的元宵晚会看着
舒服”……为了迎接春节、元宵
节两大传统佳节，央视、各大卫
视纷纷推出大型晚会。记者近日
浏览社交媒体发现，对于一些晚
会，观众频频“吐槽”，大量存在
的广告成为主要“槽点”。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晚会大
量植入广告的情况已成为近年
来的普遍现象。不少网友说，有
的广告甚至贯穿晚会始终，被主
持人反复提及，过多的广告十分
影响观看体验，“守在电视机前
等待直播，好不容易等来了晚
会，无处不在的广告却让人难以
专心观看，非常跳戏”。

记者采访了解到，从晚会制
作方角度来说，广告多少与赞助
经费直接挂钩，对于节目制作和
明星邀请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过多的广告对观众来说却成
了“赶客”之举。如何平衡二者之
间的关系？过量的植入广告是否
涉嫌违法违规？广告出现数量是
否应得到限制？带着这些问题，
记者展开了调查。

晚会植入广告过多
影响观众观看体验

近些年，晚会、综艺节目、影
视剧中植入广告过于生硬、数量
过多，逐渐成为被观众集中反映
的问题之一。在今年的某卫视跨
年晚会中，某家居品牌的广告可
谓赚足眼球，该品牌名称始终出
现在屏幕右下角，并且在主舞台
两侧有硕大的品牌图片，当镜头

拉近时几乎占据屏幕的一半，红
色背景更是在昏暗的现场显得
格外扎眼。在随后的时间里，主
持人和嘉宾你一言我一句地谈
论着房间装修，主持人更是介绍
起身下的沙发和身旁的按摩椅，
在 3分钟的介绍后，才报出下一
个节目。

看了这场晚会的天津市民
张先生说，自己的目光甚至很难
聚焦在正在表演的节目上，整个
晚会看下来就记住了赞助商是
谁，严重影响观看效果。

记者通过回放观察多场晚
会发现，每场晚会都有大量的广
告植入。从主持人报幕到舞台布
置再到演出节目，赞助商提供的
广告无处不在，而且形式多种多
样：有几乎占据整个背景板的品
牌商标；也有无处不在的品牌动
画；还有节目间歇给观众播放一
长段广告等。

大部分晚会的广告宣传还
不是单个品牌的“独奏”。在某场
晚会的一次节目串场中，两位主
持人坐在沙发上，面前的桌子上

摆满了各大赞助商提供的产品，
包括饮品、手机、酒类、保健品，
将桌面堆得满满当当，镜头多次
给了这些产品特写，风头甚至比
主持人还要更胜一筹。

广告铺天盖地、无孔不入，
直接影响到了观众的观看体验。

“上一秒还在欣赏歌曲，下一秒
仿佛切换到购物频道，不想错过
下一个节目，只好耐着性子看完
这段尴尬的‘插曲’。”网友肖青
说。不久前，她边看晚会，边在社
交平台发帖吐槽：“不只是舞台
背景做广告，主持人报幕、小品
中、节目中都会冷不丁出现一则
广告，甚至演员明星端着产品开
始介绍，我看是恨不得直接把产
品摆我面前了。”

广告方晚会方双赢
观众呼吁尽快规范

值得注意的是，不仅是各大
晚会，许多综艺节目、影视剧中
也有大量广告植入。那么，为什

么各类晚会、综艺节目会变成观
众口中的“广告大会”“赞助商大
赛”呢？

在北京某广告公司工作的
张女士告诉记者，植入广告有一
定程度的强制性，以影视作品为
例，赞助方安插的各种广告会随
着影视作品一起出现，观众无法
直接跳过、脱离广告观看。也正
是因此，不少商家愿意以植入广
告的形式对产品进行推广，而晚
会、热门综艺及电视剧就成了最
优选择。

张女士说，广告主若想在视
听节目中植入广告，就要向拍摄
方支付相应的广告费用，这笔可
观的收入能大大缓解制片阶段
的成本压力。“影视作品上映后
的每一次播放，都意味着广告品
牌在观众面前的曝光。”

据业内知情人士透露，一场
跨年晚会的成本，邀请明星的费
用占据大部分，剩下的场地费、
宣传费、灯光等费用也所需甚
高。在“流量为王”的时代，当红
明星艺人为晚会带来的流量值
得大量资金投入，这就出现各大
制片方“抢人”的情况，为了确保
邀请到知名艺人，制片方只好提
高艺人薪酬，而广告赞助就成了
最便捷高效的“补窟窿”渠道。晚
会筹办方要尽可能多地招商、拉
赞助，以保障其他开支。赞助商
投入大量资金，必然会要求尽可
能多地植入广告，提升自身曝光
度。

广告方和晚会方“双赢”的
局面，却让观众成了“受害者”，
冗长的品牌介绍和无处不在的
植入广告，让不少观众呼吁有关
部门针对植入广告泛滥现象进
行规制。

优化广告内容形式
完善法律回应关切

从法律规定来看，过量存在
的植入广告是否“有得治”？

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
高级合伙人岳强说，目前来看，
我国法律并未禁止或限制电视
台发布广告的数量，广告法等相
关法律法规主要针对的是广告
的内容，并没有对植入广告出现
的数量、时间和频次作出明确的
限制规定。

“任何广告都需要遵守广告
法的规定，如果涉嫌虚假宣传，
侵害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
等，则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因此，电视台在决定播出广
告时应当做好广告合规工作。”
郑宁说，电视广告是主要的广告
传播渠道之一，也是电视台进行
创收的重要方式，推动电视广告
的健康发展，不仅能保障观众顺
畅观看节目，也有利于净化市场
风气，引导市场良性发展，如何
净化、改善风气就成为当下亟待
解决的问题。

岳强认为，目前植入广告过
于泛滥，已成为观众反映强烈的
重要问题，需要引起重视。在广
告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中，应该规
定电视台、各影视传媒集团等作
为广告发布者应该通过什么方
式、以何种比例来发布广告，从
而更好地保护观众的合法权益。
同时优化广告内容、形式，丰富
节目内容。“只有优质的电视广
告才能让观众喜欢、记住，且不
容易产生抵触情绪。”

据《法治日报》

刚点开天气类APP，开屏广
告便映入眼帘，手一抖便跳转至
其他APP，想退回来却找不到按
钮；明明APP设计了“摇一摇”可
以登录，结果“摇一摇”还同时具
备跳转至广告APP功能；更有甚
者，“摇一摇”后竟突然跳出非法
APP的下载界面……近日，工信
部旗下中国信通院主导的APP

“摇一摇”开屏信息弹窗跳转相
关标准已正式实施，要求不误
导、不强迫跳转。

APP乱跳转带来困扰

如今，APP“摇一摇”功能日
益普遍，增强了使用的便捷性，
但部分应用出现“摇一摇”过于
灵敏或者乱跳转现象，给用户带
来了困扰。

来自北京的一位用户表示，
“在网易云音乐听歌的时候，明
明点开的是音乐软件，结果在开
屏界面，只是眨了下眼的工夫，
页面瞬间跳转到淘宝”。还有用
户说：“天气通软件挺好的，但只
要你在打开的时候没有静止，立
马跳转到别的APP，所以如果在
走路时还得停一下。”一位用户
表达了自己的真实体验。

还有一位用户介绍了自己
的一次尴尬且无奈的经历：“在

地铁一片安静的时候，明明点开
的是微博，结果把手机从左手换
到右手的工夫，页面又再次跳转
到了购物APP。”

记者注意到，现在绝大多数
APP都会在开屏界面设置广告
跳转的链接，但打开方式有所不
同。有的是点击图片跳转，有的
是“摇一摇”跳转；有的在页面上
有明显的“跳过”字样，有的则十
分隐蔽，甚至在点击“跳过”后，
依然会跳转到广告界面，十分不
便。

工信部出台相关标准

记者了解到，2021年，工信
部曾就APP弹窗骚扰用户问题
展开了专项整治，效果良好。目
前APP开屏弹窗信息“关不掉”
问题基本解决，“乱跳转”问题发
现率大幅下降。但万万没想到，
整改过后，APP开屏广告却迎来

“升级版”。部分企业开始采用
“摇一摇”“扭一扭”作为跳转链
接。现在，这事终于有说法了。

为规范APP“摇一摇”乱跳
转等问题，依据《电信和互联网
用户个人信息保护规定》，在工
信部信息通信管理局指导下，中
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泰尔终端实
验室、电信终端产业协会联合泰

尔认证中心有限公司、OPPO广
东移动通信有限公司、维沃移动
通信有限公司、北京奇虎科技有
限公司、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武
汉安天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三快在线科技有限公司、小
米通讯技术有限公司、阿里巴巴
（中国）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联
合制定了《APP用户权益保护测
评规范第 7部分：欺骗误导强迫
行 为》T/TAF078.7-2022，并 于
2022 年 11 月 25 日由电信终端
产业协会正式发布实施。

该标准对“摇一摇”的设备
跳转，在加速度、转动角度以及
时间等参数上，都有要求了。其
中提出，“摇一摇”动作的设备加
速度应不小于15m/s2，转动角度
不小于35°，操作时间不少于3s，
或同时考虑加速度值与方向、转
动角度的方式，或与前述单一触
发条件等效的其他参数设置，确
保用户在走路、乘车、拾起放下
移动智能终端等日常生活中，非
用户主动触发跳转的情况下，不
会出现误导、强迫跳转。

更多乱跳转情况待解决

实际上，除了“摇一摇”外，
用户们对于其他多种形式的乱
跳转问题也十分诟病。比如有用

户表示，在微博上看到一条有趣
的配图评论，想点开图片看看清
晰内容，结果却被跳转到了京东
购物APP上；有的用户称，自己在
网上看一篇新闻，看到一半，系统
自动跳转到下载页面，且提示不
下载就不能继续阅读后半部分；
更有甚者，在晚上上网时，点击同
一条链接，竟然跳转到和白天不
一样的界面，晚上弹出的是一些
非法APP，包含赌博和色情类。

对于这类跳转行为，用户们
深恶痛绝。不过，有专家表示，目
前尚未有相关领域规定及处罚
标准，且类似白天晚上打开的跳
转内容不同等问题，取证不易，
也给治理带来了难度。“这个标
准的出台是很好的，但依然是

‘防君子不防小人’。”

乱跳转成“流氓行为”

DCCI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
兴亮告诉记者：“APP跳转主要
是有几种目的，第一种是为了获
得流量，这种真实的流量更加
贵；第二种是拉新，一些APP为
了获得新用户会使用跳转的手
段让你下载；第三种就是一些打
擦边球的，这是APP跳转盈利的
重灾区；第四种就是完全违法
的，可能是钓鱼网站、伪装成银

行支付手段的APP、色情赌博网
站等。”

“乱跳转一种是在APP内强
制或诱导点击链接，进入内嵌的
浏览器，并打开广告页面；另一
种是跳转到手机默认浏览器，进
行广告展示，前者相对多一些。”
科技先生创始人柳华芳说，“这种
做法多了会让网民对互联网行业
产生厌倦和负面评价，影响产业
健康，也侵犯用户的信息自由选
择权利，是一种‘流氓行为’。”

对于用户深恶痛绝的这种
被动跳转行为，应当怎么治理？
独立电信分析师付亮告诉记者，

“跳转并不是新的功能，但是随
着‘摇一摇’功能被大家发现利
用后，APP跳转已经发展成为一
种新的模式。可能用户误触一下
就会出现一个新的东西，尤其在
老人的手机上，你会发现用一段
时间以后，它会增加很多并不需
要的APP、微信公众号等，甚至
直接影响手机的应用”。

对于用户来说，刘兴亮建
议：“首先从源头上来说，还是要
去一些正规的网站；其次，做任
何点击的时候都要谨慎；第三，
即使跳转了，要多几个心眼儿去
辨别一下，尤其是涉及钱财、个
人信息等方面。”

据《北京青年报》

过量植入广告是否“有得治”

晚会和综艺节目竟然成“广告大会”

APP“摇一摇”功能太敏感 手一抖就会“乱跳转”
工信部出台新标准，要求不得误导、不得强迫跳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