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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各公司车险业务，人保，平安，太平洋，
中路，国任，紫金，华农，大家……兼办验车，24小
时道路救援，查勘定损，服务理赔一站式服务！

专 业 车 险
电话：13832738807

“因为想用一个滤镜，下载
了一款修图APP软件，软件页面
显示‘7 天免费试用，到期自动
续费 98元，可随时取消’。我以
为开通 7天内免费，其间取消就
不收费了，结果被直接扣了一年
会员费 98元。”河南郑州的吴女
士前不久遇到了这样一件糟心
事，“这叫什么免费试用，这明明
就是买一年会员赠送7天”。

吴女士感觉被骗，找该APP
客服申请退款，客服以已经使用
过APP为由表示无法退款。“以
后再也不信什么免费试用了，都
是在搞文字游戏。”

当下，“7天免费试用”“1元
享 7天”等已经成为很多APP软
件招揽用户的重要手段。然而记
者调查发现，和吴女士一样掉进
APP“免费试用”“低价享用”陷
阱的消费者不在少数：有的点击
免费试用后即默认包月包年套
餐；有的低价试用并宣称低价续
费，结果续的是高价套餐；有的
免费试用期界定模糊不清，隔段
时间第二次点击即默认支付一
年会员费。

点免费试用被扣款
投诉平台大量吐槽

前几天，重庆的何女士查自
己账单时，发现一笔 108元的支
出。仔细梳理后发现，这笔支出
来自一款美颜相机APP的扣款。

“之前根本没注意被扣了
108元。后来才想起，前段时间我
下载使用过这款APP，当时APP
页面显示有‘七天免费试用’活
动，我就点击试用了，没想到点
击免费试用即代表同意开通会
员，7天后直接扣了108元，也没
有任何提醒。”何女士说，这也太

坑人了。
湖南衡阳的郑女士也遇到

了类似情况。她告诉记者，其“免
费试用”一款视频剪辑 APP 软
件，结果被扣了一年会员费 168
元。

郑女士说，前不久，她临时
需要使用下视频剪辑软件，在手
机应用商城搜索到一款这类
APP，称“7天免费试用”。她点击
免费试用后，当天便取消了试用
以及与之绑定的“订阅”，可仍然
被扣了一年会员费。

“看见是 7天免费试用才开
通的，结果被扣款 88元，免费试
用的意义何在”“原本说是免费
试用三天，订阅之后直接扣款
了，不提前告知这属于欺骗消费
者”“免费试用诱导用户、只点了
一下免费试用后面直接扣费，多
次申请退款被驳回”……在某第
三方投诉平台，输入“免费试
用”，跳出 1.9万余条投诉，记者
查看最新的数百条投诉发现，绝
大多数是吐槽各种APP软件的。

梳理这些投诉，“免费试用”
乱象主要集中在三方面：消费者
开通APP免费试用后被立刻扣
费，免费试用其实是“购买一个
月至一年的服务，免费前几天”；
免费试用期还没结束就提前扣
费，如某软件宣传免费试用期 3
天，却在免费试用的第二天没有
任何提醒就为消费者续费为会
员；试用期满变为自动续费，不
给予任何提醒，如 7天免费试用
后在消费者不知情的情况下开
通付费会员。

记者注意到，不少受访者坦
言，踩过APP“免费试用”的坑，
但因为所扣费用不是太高，维权
又太费精力，再加上一些APP都
联系不上客服，最终只能自认倒

霉。

付费提示一闪而过
移花接木全是套路

“免费试用”的陷阱还有很
多。

家住北京丰台的唐先生最
近账户莫名其妙被订阅项目扣
款 40元。回想了半天，他才想起
来两周前试用过一款动态壁纸
APP软件。当时该APP显示有新
用户“1元享 7天”低价活动。从
他提供的截图可以看到，当时页
面是这样的：“1元享7天”（超大
字）和“立即开通”（大字），中间

用超大字的四分之一大小标注
“7日后按 11元每月自动续费，
可随时取消”。

“我当时觉得 1元享 7天很
便宜，要用得好，再用一个月花
11 元也不贵。”唐先生说，可没
想到近日直接扣了他“超级会员
包季费”40元。

在层层点击后，唐先生看

到了“前两周 1元每周，后续 40
元每季度自动续费”的信息。经
过反复对比，甚至不惜重新花
钱尝试后，唐先生才发现，点击

“1元试用七天”付款时，支付过
程中有小字体的“支付说明”显
示“前两周 1元每周，后续 40元
每季度自动续费”，但整个支付
过程几乎是一闪而过，且有部
分字体还被遮挡，让用户很难
注意到。

“全是套路，用‘大字’吸引
眼球，用‘小字’表达更重要的信
息，然后在视觉上进行移花接
木。”唐先生说，这是赤裸裸的欺
骗。

受访专家认为，商家通过含
糊不清、不完整的表述诱导消费
者在不充分知情的情况下被扣
款，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
择权。

“消费者看到的合同条件与
跳转页面之后的合同条件不一
致，而且合同条件作为格式条
款，其核心内容在被遮挡的情况

下一闪而过，让多数消费者无法
看清，难以引起注意就直接进入
付款页面，消费者没有时间了解
实际条款，有欺诈消费者之嫌。”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
授王天凡说。

山东枣庄的张女士则被“免
费试用”APP 扣了 198 元。她告
诉记者，今年春节期间，自己想
使用一款 APP 的“拼图”功能，
APP的页面显示“3天免费试用，
198元一年，可随时取消”。可她
刚点试用，就被直接扣款。

后来她才想起，自己半年前
也曾使用过该 APP 的“免费试
用”功能，当时她使用该APP拼
了一张图，之后马上取消了该服
务，整个过程用时不到10分钟。

“3天免费试用，这个‘3天’怎
么算？是用一次就算3天，还是可
以叠加计算？”张女士翻阅该APP
使用协议，里面没有任何关于免
费试用的解释条款，她想找客服
协商退款，但在APP上根本找不
到客服电话，仅可通过邮箱、吐
槽箱提供意见建议。

记者打开服务协议看到，规
则中写明“会员一旦购买成功，
表明您已经使用了该商品”。

在某第三方投诉平台搜索
该APP名称，有关该APP客服不
作为、没有客服的投诉有 163
条。

“商家未能尽到提示义务。
因为消费者对于点击‘试用’与

‘订阅’的意思表示是不相同的，
‘订阅’时表明消费者正式缔结
了合同。商家应该对‘试用’和最
终‘订阅’设置不同的链接，在消
费者点击‘试用’已过试用期时，
商家应当进行明确提醒。”王天
凡说。

据《法治日报》

APP“免费试用”“低价享用”乱象——

本想免费试用，结果被扣一年会员费

“不要再给我推荐可能认
识的人了！”近日，该话题登上
了社交平台热搜榜，不少网友
在讨论区犀利吐槽起了如今各
个社交 APP 都非常热衷的“熟
人推荐”机制，纷纷表示感觉被
冒犯，“你推送的人我认识，你
要不要猜猜我们为什么不是好
友？”

账号被推荐给熟人
曝光“另一面的自己”

都说现如今用户们已经被
算法“拿捏”了，各个 APP 背后
的大数据算法精准地测算着你
可能喜欢什么，不断地给用户
匹配可能喜欢的内容。而今在
社交平台上，通过算法向用户
精准推荐几乎已成标配，熟人
社交平台读取用户的通讯录，
向你推荐通讯录好友，也会读
取你好友的通讯录，寻找你们
之间可能存在的共同好友并推
荐给你；陌生社交平台也流行
起了这套玩法，APP 向用户申
请通讯录、相册等等权限，向用
户推送关注信息、关联好友感
兴趣的内容，于是我们就在各
种 APP 的通知栏中看到了“他
可能是你朋友”“你的朋友正在
看”“你关注的 1 人是他的朋

友。”
大学生小王就曾被“熟人

推荐”机制给坑过，“我之前有
一次将在学校演出的图片视频
发在了社交媒体上，被一个表
姐看到了，然后表姐那边的亲
戚们就知道了，还特意打电话
给我姥姥说‘哇，她上台演出
了，妆化得真漂亮，扮相真好’，
然后我一回家我姥姥就会提这
个事，真的尴尬死了。”已经工
作了的小蕾则认为被老板或者
工作相关的人、客户看到会更
加窒息。

面对随时有掉马甲风险的
社交平台，小王和小蕾都已经
看开了，小王认为这也是没办
法的事，有的时候刷到的网友
没准就是在现实生活中认识
自己的，自己很难预料，“看淡
了，反正我不干什么伤天害理
的事，看到了就看到了吧。当
然，主观上该屏蔽的还是会屏
蔽。”小蕾也认为互联网上发
布的东西被身边人看到很难
避免，“陌生人都能刷到为什
么认识的人不会刷到呢，而且
都发到网上了就不能算隐私
内容了吧，不如就只发自己想
要分享的、不怕给人看的，互
联网本身也不是什么秘密基
地。”

不厌其烦推荐“熟人”
到底为了啥

即便是吐槽不断，但是“熟
人推荐”功能之所以会被这么
多社交软件青睐，自然是因为
这一功能是实现平台商业价值
转化的一环。

推荐“可能认识的人”本心
是想要帮助用户发现、建立新
的社交关系，不仅仅是基于志
同道合的兴趣，类似的工作关
系、学习经历等等都为建立新
的社交关系提供了可能，对于
平台来说，如果用户可以在这
个平台上有更多层次的社交关
系，就更有可能频繁使用该平
台进行互动，从而平台的活跃
度和用户粘性都能进一步提
升。与此同时，大数据在分析用
户行为后，也能够更加精准地
提供商品服务，提高广告的转
化率，这也是为什么如今很多
非社交软件性质的APP也在削
尖了脑袋想要开拓社交功能，
挖空心思打造平台内部的社交
版块，期待拉高活跃度。

不过“手”伸得太长，用户
自然会感到不爽，社交平台的
熟人推荐机制推出多年，早年
间管理比较粗放，在注册新账

户时默认勾选读取通讯录等权
限，应用会不经用户同意关注
好友并默认开放账号信息。随
着管理的精细化，APP 不会自
作主张地关注了，索取权限也
会提示，但是“熟人推荐”机制
还是饱受争议。

记者查看了市场上比较主
流的几款陌生人社交软件，发
现这些APP都有关闭熟人推荐
的功能，但是这个功能并不一
定好找，往往隐藏在一大堆选
项当中，此外，“熟人推荐”功能
被细分成了多个小类，比如“同
城展示”“附近的人搜索到我”

“不把我推荐给可能认识的人”
“不给我推荐可能认识的人”等
等。

不过即便是用户关掉了相
关功能或者对于平台推荐的用
户不予理睬直接“划掉”，平台
还是会锲而不舍地想方设法给
你牵线搭桥，同一个被推荐账
户可能会反反复复出现在你的
消息通知栏，大有你不关注就
决不罢休的霸道姿态，怎能不
让人烦不胜烦。

社交APP需要边界感
把选择权交给用户

“缺乏边界感”“感觉自己

被冒犯”是网友们在吐槽熟人
推荐机制时说得比较多的理
由，这个功能为什么会让一些
人感觉自己被冒犯？江苏省社
科院副研究员赵伟认为拟剧理
论或许可以解释这一点，赵伟
表示，“在熟人社交的情况下，
你的熟人对你可能会有比较固
定的印象，但是你也有不想让
熟人知道的一面，所以会需要
一个陌生人社交的软件来放飞
自我。”当原本和熟人之间保持
距离的陌生人社交软件中闯入
了熟人时，一切就变得尴尬了
起来，原本属于自己的一方小
天地被打破，再想要放飞自我
恐怕就要顾虑多多。

“不能否认确实会有人需
要熟人推荐功能的，可能可以
从中收获一段新的关系，但是
要不要这个功能，还是应该交
给用户来决定。”赵伟认为，社
交平台推出熟人推荐功能本身
并没有什么问题，并不是所有
人都反感这一功能，也有很多
人因为这个功能扩展了兴趣
圈，但永不愿意被打扰的需求
也应该被满足，APP 们有时候
真应该少一点自作聪明的智能
推送，把选择权交给用户，还用
户 一 片 清 静 的 互 联 网 小 园
地。 据《扬子晚报》

网友吐槽社交APP熟人推荐机制——

“不要再给我推荐‘你可能认识的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