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 月以来，多地发布消息
称，新冠病毒疫苗调整为自费接
种。新冠病毒疫苗正式成为“二
类苗”。

记者从多地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了解到，目前，各地新疫苗
还未到位。

新冠疫苗定价成为关注焦
点。7月 24日，黑龙江疾控中心
披露新冠病毒疫苗准入评审结
果以及疫苗对应的价格，是全国
范围内首次公开披露新冠疫苗
自费接种定价：单价最高 368
元，最低126元。

记者检索到，多省份本月发
布了新冠疫苗采购公告。从产品
目录来看，含 XBB 成分的疫苗
占据了主流。

随着新冠疫情转段，此前
多国新冠疫苗已经“免费变自
费”，市场定价比政府采购价上
涨。而世卫组织一直在更新疫
苗抗原组分、人群和免疫程序
推荐。继去年推荐将疫苗抗原
组分更新为 XBB.1 单价后，世
卫组织最新推荐为 JN.1 单价。
我国的接种方案今年还未更
新。除了价格，抗原版本或也成
为影响民众对自费新冠疫苗接
受度的因素。

新冠疫苗改自费
多地新疫苗暂未到位

7 月以来，多地医院、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和疾控中心等发
布消息称，综合考虑目前新冠疫
情形势、疫苗接种实际情况，新
冠病毒疫苗由免费接种政策调
整为自费接种。持续三年多的全
民免费新冠疫苗接种画上句号。

江苏太仓卫健委日前发文
表示，目前暂时还不能接种新冠

疫苗。原先免费的新冠疫苗不能
自动转为收费疫苗，需等收费的
新冠疫苗投入市场后，才能采购
使用。有接种需求者可与门诊保
持联系。

7 月 26 日，记者以接种咨
询者身份询问了北京、上海、山
东、黑龙江、重庆等多地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表示，从
7 月 15 日起，原有免费的疫苗
已收回、下架。“现在只有自费
的疫苗，但定价还没有出来，新
的疫苗也还没到位，请接种者
再等等。”重庆疾控中心工作人
员表示：“全市现在已没有免费
疫 苗 ，新 的 自 费 疫 苗 正 在 定
价。”同时，多名工作人员表示，
现在前来接种新冠疫苗的市民
并不多。

记者在疫苗注射预约 APP
也发现，多地新冠疫苗预约目前
暂未开放。

多省份本月发布
新冠疫苗采购公告

7月24日，黑龙江省公共资
源交易网发布《黑龙江省新冠病
毒疫苗准入评审结果公告》，共
计 8款新冠疫苗入选。其中，单
次接种价格最高的是丽珠集团
的重组融合蛋白二价（原型株/
XBB）疫苗，价格为 398元；价格
最低的为万泰生物的鼻喷流感
病毒载体疫苗，价格为 126元；
其余的单次接种价格都在 300
元左右。

记者致电黑龙江省疾控中
心。工作人员表示，评审结果公
示完毕后，各市、区、县疾控中心
可以进行采购。配送、分发到位
后，市民便可预约接种。黑龙江
省内接种时另外需要收取每剂

次16元的接种服务费。
记者检索发现，自本月以

来，上海、安徽、北京、浙江、山东
均发布了新冠疫苗采购公告或
包括新冠疫苗在内的非免疫规
划疫苗采购公告（申报通知），但
都还没公示结果。从产品目录来
看，已经上市的多个含有 XBB
成分的疫苗占据了主流，浙江、
上海采购的全部为含有XBB成
分的疫苗，北京、山东则在采购
灭活疫苗和仅含有原始株成分
的疫苗。

从各地目前披露的产品目
录来看，有的厂家已经选择了退
出。去年以来，已有多家企业停
止新冠疫苗的生产，或者终止对
新冠疫苗的进一步研发或生产
投入。去年 4月，康希诺公司的
上药康希诺新冠疫苗生产基地
传出暂时停产。今年 1月，据媒
体报道，科兴公司的灭活新冠疫
苗已全部停产，且公司已无新冠
疫苗产品销售。

2021年2月，中国正式启动
居民免费接种新冠病毒疫苗，疫
苗采购和接种费用主要由医保
基金和财政共同负担。

国家医保局两度披露国家
采 购 价 格 。据 2022 年 4 月 消
息，经过多轮磋商，从首轮将
灭活疫苗采购价格降到不超
过 90 元/剂（整体低于企业供
给国际价格），又先后降至 40
元/剂、20 元/剂左右。《2022 年
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快报》
显示，2021 年至 2022 年，全国
累计结算新冠病毒疫苗及接
种 费 用 1500 余 亿 元 。灭 活 疫
苗、重组蛋白疫苗、腺病毒载
体疫苗的单只单剂价格基准
统一为 16元左右。

2023年 1月 8日起，我国将
新冠病毒感染调整为“乙类乙
管”，世界卫生组织也在当年 5

月宣布新冠疫情不再构成“国际
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当
年 4月起，新冠患者医疗费用从
一开始的全额报销转为常规医
保报销。疫苗何时转为自费则受
到关注。

我国接种方案
今年暂未更新

根据中疾控公布数据，去年
下半年，奥密克戎 EG.5 及其亚
分支便取代了XBB及其亚分支
成为我国主要流行株。今年以
来，我国主要流行株已变为奥密
克戎 JN.1 系列变异株，XDV 及
亚分支近期也开始取得一定流
行优势。

随着具有免疫逃逸的新冠
流行毒株演变，全球新冠疫苗已
相应几轮更新。从 2022年起，像
对流感疫苗一样，世卫组织每年
二季度都会更新一次对于疫苗
抗原组分的推荐，从含有奥密克
戎成分的加强针疫苗，到XBB.1
单价疫苗，到今年4月的 JN.1单
价疫苗。多国相应更新了秋冬季
新疫苗的版本。

随着疫苗版本更新的还有
批准使用人群。世卫组织一直在
更新疫苗人群和免疫程序推荐，
目前推荐对不同人群按时间间
隔加强免疫。目前，有的国家只
批准给高危人群接种，有的国家
几乎覆盖全人群。

我国对重点人群推荐的疫
苗组分也经历了从原始毒株到
含奥密克戎、含奥密克戎 XBB
的迭代。但目前，我国 3岁至 17
岁人群仍只能使用初始批准的
两款灭活疫苗和一款重组蛋白
疫苗。

我国新冠疫苗接种方案今

年还未更新。去年 7月印发的接
种工作方案表示，对老年人等重
点人群实施针对性新冠病毒疫
苗接种。目标人群为已有免疫基
础的 60岁及以上老年人群或者
18岁至59岁患有较严重基础疾
病人群、免疫功能低下人群、感
染高风险人群。

国家联防联控机制今年1月
公布的一份通知宣布，又有 6
款新冠病毒疫苗获准紧急使
用。这 6 款全部含 XBB 成分。
目前总共 7 款含 XBB 成分的
疫苗中，既有 XBB 单价疫苗，
也有 XBB 与此前其他流行过
的毒株一起的二价、三价、四
价疫苗。

该通知表示，含 XBB 成分
的疫苗对当时流行的EG.5等变
异株依然有效。今冬明春优先推
荐接种上述疫苗，疫苗接种的目
标人群、时间间隔、接种要求、宣
传引导等参照上述接种方案执
行。

国家疾控局还曾表示，现有
证据显示，既往感染和接种含
XBB成份的疫苗对 JN.1变异株
有免疫交叉保护的作用。

另外，在今年 4月的一份通
知中，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强调
继续推进重点人群接种含XBB
变异株抗原成分的新冠病毒疫
苗。

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
主任医师李侗曾接受采访时表
示，综合世卫组织对于疫苗接种
人群的推荐，他仍推荐老年人，
尤其是患有基础病的老年人等
高危人群接种新冠疫苗加强针，
防范重症和死亡。对于接种时
机，综合考虑各种因素，他推荐
需要接种的人在秋冬季呼吸道
疾病流行高峰前接种，像流感疫
苗一样。

据红星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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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苗转向自费接种
单价最低126元

年中购物节打响促销战，各
大电商平台竞相争夺消费者。可
消费者打开电商APP的原因，却
可能不是买东西，而是遭遇其他
APP广告页面的强行跳转。记者
调研发现，相关部门虽已治理多
年，跳转广告却屡禁不止，而且
花样翻新、迭代升级。

打开每个APP
都有可能跳转电商

“条条道路通电商”“刷五分
钟微博，跳转淘宝十次”“互联网
的尽头是摇一摇跳转到购物平
台”……在网络社交平台上，网
友对于跳转广告的吐槽相当普
遍。“每天跳转的次数太频繁了，
打开每个APP的下一步，都有可
能是跳转电商。”网民小璐对记
者说，开屏广告画面铺满屏幕，
关闭键却小若蚊蚁，稍不注意就
会误触。

“有的跳转广告还链接到会
员充值、APP下载等界面。”网民
小栾说，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发
现家里老人的手机上莫名多出
几个新APP，都是跳转广告自动

下载的。
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年 1 月

发布的《2023 年第四季度消费
维权舆情热点》显示，“摇一摇”
跳转广告泛滥令消费者不堪其
扰，网民只能“万分小心，就怕手
抖”。江苏省消保委的一份调查
数据显示，有九成投票者厌恶

“摇一摇”跳转广告，认为此功能
侵犯了自己的权益。

早在 2014 年，国家有关部
门就启动“整治网络弹窗”专项
行动。2021年，国家多个部门对
跳转广告出台多项规定。2023
年，工信部印发《关于进一步提
升移动互联网应用服务能力的
通知》，提出多方面要求，包括治
理规范“乱跳转”行为。

“牛皮癣”蔓延
花样翻新

在各项限制条例之下，跳转
广告乱象并未根治，反而成为难
以铲除的“牛皮癣”，花样翻新蔓
延到越来越多类型的APP中。在
黑猫投诉平台上，“跳转广告”有
关投诉超 2000 条，涉及 APP 包

括音乐类、地图类、视频类、学习
类等。

跳转翻新，“摇一摇”变“扭
一扭”。此前，在工信部指导下，
中国信通院、电信终端产业协会
联合多家行业重点企业制定并
发布实施相关标准，规定“摇一
摇”动作的设备加速度应设置为
不小于 15米每平方秒，转动角
度不小于 35度，操作时间不少
于 3秒，以此增加跳转广告的难
度。不过这并未难倒相关企业。
有的APP寻找制度漏洞，将跳转
姿势“改头换面”，把“摇一摇”改
成“扭一扭”“滑动”“前倾”等动
作。如此一来，用户端着手机“如
履薄冰”，稍不注意就会因“错误
姿势”而跳转广告。

信息流中“躲猫猫”，评论区
里有“李鬼”。躲过开屏的陷阱，
用户仍需擦亮“火眼金睛”。记者
在浏览某社交平台时发现，跳转
广告穿插在正常的社区互动内
容中间，发送看似正常的图文内
容。这些内容标有不易发现的

“广告”二字标识。用户一不小心
点击到，页面就会跳转。此外，跳
转广告还在一些社交APP的评论
区与用户“躲猫猫”。在某论坛的

帖文评论区中，点赞前列的几个
评论混入“李鬼”。这些形似普通
用户的发言，实际是跳转广告。网
友一旦误触，便跳转至电商APP。

广告藏身视频中，播放不敢
点暂停。有视频APP用户向记者
反映，自己身为充值会员，却无
法真正“免广告”。在观看视频
时，网友一旦按下暂停键，就会
出现插屏广告。这些广告铺满整
个屏幕，正在观看的视频反而缩
成小窗。“我是看剧，还是看广
告？”该用户说，这些广告对自己
的手指感应实在过于“灵敏”，怎
么操作都躲不开跳转的结局。

面对无底线跳转广告，不少
网民也在探索“自救”攻略，包括
设置手机陀螺仪、加速度传感器
等权限，下载第三方拦截 APP
等，却都难以完全屏蔽。“该跳转
还是跳转，我关闭了相关权限，
视频也不能横屏观看了。”有受
访者对记者说。

引流广告“顽疾”
如何医治？

专家指出，这种意在诱导用

户点击的跳转广告“机关”，能收
获大量用户的无意误触，企业借
此获得广告收益。不少企业还将
跳转广告带来的高额营收视为

“立身之本”。这种畸形的盈利模
式是跳转广告屡禁不止的根源。

“广告是互联网流量最主要
的变现手段。一些APP用户规模
小、盈利模式单一、不在乎品牌
声誉，对跳转广告听之任之。”广
东财经大学教授姚志伟认为，平
台广告与监管就像是“猫抓老
鼠”的游戏，利益驱使平台方不
断开发“跳转”“弹窗”广告的新
形式，在避开监管的同时，尽可
能提高用户的点击率。

无底线跳转看似为企业带
来眼前的收益，实际上损害了商
业生态，是双输的结局。

跳转广告很多时候“只是让
大家觉得有点烦”，对消费者造
成的损害不大，导致过往判决案
例赔偿金额偏小，起诉成本和回
报不成正比，很难通过消费者个
体诉讼加以规制。姚志伟建议，
加强多部门联合监管，加大对违
规广告发布者的处罚力度，畅通
执法渠道，维护健康、有序的互
联网环境。 据《半月谈》

“条条道路通电商”？

APP跳转广告为何屡禁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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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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