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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互联网时代，手机APP成
为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工具。然
而，一些APP自动续费屡遭质疑：从
续费容易退订难，到默认或强制开
通，再到自动续费悄然涨价、花的钱
反而更多……

缘何问题反复出现、屡禁不止？

明“坑”易躲，暗“坑”难防

“当初同意自动续费，是为了消
费更方便、更划算，没想到‘暗坑’这
么多。”安徽合肥市民刘旭斌说。和
刘旭斌一样，不少消费者感叹，APP
自动续费容易退订难。

某知名投诉平台上，以“自动续
费”为搜索条目的投诉件，已从
2020 年的 3 万多条增至如今超 15
万条。

“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近
年来，手机APP自动续费套路越发
多样，尽管相关部门三令五申，部分
APP经营者仍在自动续费设定里埋
下“暗坑”。

2021年 5月 1日起施行的网络
交易监督管理办法规定，网络交易
经营者采取自动展期、自动续费等
方式提供服务的，应当在消费者接
受服务前和自动展期、自动续费等
日期前五日，以显著方式提请消费
者注意，由消费者自主选择；在服务
期间内，应当为消费者提供显著、简
便的随时取消或者变更的选项，并
不得收取不合理费用。

“在自动续订、自动续费前，我
压根没收到提示信息。”安徽芜湖市
民郑成说，自己前不久在不知情的
情况下，被某音乐APP默认自动续
费。“虽然续费金额不高，但心里还
是不舒服。”郑成说。

一些APP将取消自动续费的选
项隐藏在难以察觉的位置，或通过
繁琐步骤为用户取消自动付费设置
障碍，被消费者形象地称为“套娃退
订”。

在某外卖 APP 的一级操作界
面，记者难以找到带有“自动续费”

“续费管理”等字样的按钮。通过搜
索相关教程，才在其“超级吃货卡”
界面，经过四次点击关闭自动续
费。记者发现，搜索“外卖APP如何
关闭自动续费功能”，会跳出大量网
友提问及相关教程。

一些APP“暗度陈仓”，不遵守
原有低价合约悄悄涨价。

“2019年，我以每年197元的价
格在某网盘 APP 开通自动续费会
员。最近发现，从 2020 年开始，会
员自动续费直接涨价到每年 263
元。而去年‘双十一’期间，在该
APP 官方网店购买年度会员仅需
178元，远低于我的续费价格，这多
少有些离谱。”一名消费者在某投诉
平台上说。

记者在该平台以“自动续费涨
价”为关键词检索发现，不少消费者
反映，在APP上开通自动续费功能
后，续订费用突然涨价，与当初签订
的合约不符，违背了通过自动续费
享受低价服务的初衷。

多 次 规 范 下 为 何 屡 禁
不止？

套路陷阱困扰消费者久矣，有
关部门多次出台政策法规加以约
束，为何部分经营者依然我行我素？

——利益驱动大，监管难度
高。消费者常用的手机APP如外卖
软件、音乐软件等，涉及自动续费的
金额通常在十余元至几十元间不
等，单笔消费金额看似不高，但考虑
到部分APP活跃用户在千万量级甚
至破亿，自动续费带来的收益颇为
可观。

以某音乐娱乐集团为例，财报
显示其旗下APP在线音乐付费用户
数量超过1亿。根据相关自动续费
协议，这些音乐APP每月自动续费
费用普遍在15元到25元之间；按最
低15元计算，其会员续费月收入能
达到十亿元量级。

此外，截至去年8月，国内市场
上监测到的活跃APP数量达260万
款。要对数量如此庞大的APP进行
监管，对于相关部门来说颇有难度。

——违规成本低，打击力度
弱。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音江说，APP自
动续费乱象屡禁不止的一个重要原

因是，经营者违法违规成本很低。
消费者察觉到自己“被坑”后，诉诸
法律手段维权的情况并不多见。

记者调查发现，和用户不计其
数的线上投诉相比，也鲜有对APP
经营者采取实质性处罚的案例。

今年3月，国务院公布《中华人
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
例》，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明确提
及自动续费经营者应承担的责任，
以及违反规定行为将受到的处罚。
陈音江认为，这一条例从法规层面
进一步规范自动续费，期待在具体
执行时能真正“长出牙齿”。

——商家有空钻，用户维权
难。消保专家认为，尽管相关政策
法规提出“自动续费需征得用户同
意”“不得默认勾选捆绑开通”“以显
著方式提请消费者注意”等要求，
但是相关规定还比较模糊。究竟
如何才算显著、如何才算违规，尚
不明确，这给部分经营者留下空子
可钻。

全国政协委员、希肯国际文化
集团董事长安庭说，此类纠纷涉及
金额通常较小，消费者若想维权，花
费的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较高。投
诉、受理渠道不畅更加剧了维权
困难。

多措并举维护消费者权益

对于消费者来说，开启自动续
费，是为了节约交易成本、提高交
易效率，但当前 APP 中存在的种
种套路，却涉嫌侵犯消费者的知

情权和财产安全权，让不少消费者
直呼“上当”。受访专家建议，应加
强监管力度、强化社会共治，维护消
费者权益。

刘旭斌表示，很多像他一样的消
费者，常常苦于无处维权。他建议，相
关部门应强化 12315 平台功能，畅通
消费者投诉举报渠道，并督促相关
APP经营者积极处理和回应消费者诉
求，相关部门应对违法违规经营者严
格调查处理。

此外，面对应用市场上海量的
APP，全面监管难度较大，专家认为，
可以通过大数据分析用户投诉、举报
的信息，以此为监管方向和线索，积极
监管、整治。

陈音江建议，应进一步完善相关
法规，明确处罚措施，加大处罚力度，
提高经营者违法违规成本。此外，相
关政策规定应更为清晰，出台规范指
引，避免部分经营者有漏洞可钻。安
庭建议，对具有多次违法违规或其他
严重违法违规情节的经营者，依法从
严从重处罚。

安徽省消保委秘书处秘书长周玉
战认为，自动续费产生的问题，往往具
有点多、面广等特点，需加强社会共
治，营造良好生态。他建议，通过媒体
舆论监督、消保组织消费监督、行业组
织强化自律、相关部门曝光典型案例
等方式，群策群力推动问题源头治
理。对于消费者来说，在使用自动续
费功能时，也要擦亮双眼，仔细阅读相
关条款，留存好相关证据。

（新华社合肥5月29日电）

APP自动续费的“坑”为何总填不平？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戴威 胡锐

此“坑”难平。 （新华社发）

到2027年，覆盖“国家、省、市、
县”四级的知识产权保护网络更加
完善，“大保护”工作格局全面形成
……《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建设工程
实施方案》于近日印发。国家知识
产权局28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
这一“施工图”的重点内容。

构建知识产权保护社会共
治体系

方案提出，要构建便捷高效、解
纷多元、社会各方广泛参与的知识
产权保护社会共治体系。

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保护
司司长郭雯表示，构建社会共治体
系重点在于坚持政府引导和行业自
律，充分发挥调解组织、仲裁机构、
公证机构、企事业单位等社会各方
力量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作用。

“截至目前，全国知识产权系统
指导管理的调解组织达2000家，覆
盖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成为化解知识产权领域
纠纷的重要力量。”郭雯说。

此外，国家知识产权局与最高
人民法院建立“总对总”在线诉调对
接机制，人民法院调解平台推送案
件调解成功率达 80%；会同司法部
积极推进知识产权仲裁工作，2023
年全国 29个省（区、市）121家仲裁
机构开展了知识产权仲裁工作，处
理仲裁案件 5249 件，标的额超 49
亿元。

郭雯表示，下一步，国家知识产
权局将按照方案部署，加强知识产
权纠纷调解和仲裁工作，依法依规
对知识产权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进行
惩戒，持续提升全社会知识产权保
护意识。

打击侵权假冒 惩治恶意
诉讼

侵权假冒问题一直是广大消费
者关注的热点。方案明确，要深入
推进知识产权行政执法，严厉打击
侵权假冒违法行为。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执法稽
查局副局长佟波介绍，市场监管总
局今年 4 月已印发《“守护知识产
权”专项执法行动实施方案（2024—
2025年）》，在全国开展为期两年的
专项行动。

“专项行动对打击商标侵权等

侵权假冒违法行为作出重点部署，突
出民生导向，以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
的电子产品、家用电器、家居家装、服
饰箱包、酒类产品、儿童玩具等为重
点，严厉查处商标侵权违法行为。”佟
波说。

佟波表示，还将严厉打击网络销
售、直播带货中的侵权假冒，以及搭棚
摆摊、特卖促销活动中销售假冒仿冒
知名品牌商品等违法行为，并对企业
反映较多的恶意抢注商标等违法行为
加大打击力度。

恶意诉讼以维权之名、行牟利之
实，方案提出要持续推进惩治恶意诉
讼工作。最高人民检察院知识产权检
察办公室副主任万勇介绍，截至2023
年底，全国检察机关共通过提出抗诉
和制发再审检察建议监督再审知识产
权民事案件6100多件，移送涉嫌犯罪
线索150多件。

据介绍，国家知识产权局根据最
高检移送的恶意注册线索，已将 129
件涉奥林匹克标志和英烈姓名的商标
宣告无效。

推进“三合一”审判机制改革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也需研究制
定符合知识产权案件规律的诉讼规
范。方案提出，要深入推进知识产权
民事、刑事、行政案件“三合一”审判机
制改革。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副
庭长丁广宇介绍，截至2023年底，全国
已有25个高级法院、242个中级法院
和287个基层法院实现了知识产权案
件“三合一”的集中管辖和统一审理。

通过“三合一”改革，知识产权审
判质效不断提升。“如江苏、浙江、安
徽、江西等地区的知识产权民事案件
上诉率在5%至 6%之间、再审申请率
在0.4%至0.7%之间，远低于全国知识
产权案件平均数值，也低于这些省份
其他民事案件的上诉率和再审申请
率。”丁广宇说。

“下一步，最高人民法院将会同检
察机关、公安机关共同研究，统筹发挥
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刑事审判职能，
促进民事赔偿、行政履职、刑事追诉依
法协同。”丁广宇说，将以更加完善的
知识产权审判机制保障知识产权审判
高质量发展，服务知识产权强国建设。

（新华社北京5月28日电）

构建共治体系、打击侵权
假 冒 、改 革 审 判 机 制
——解析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施工图”

新华社记者 宋 晨

客家盐酒鸡、手撕鸡、椒麻鸡……在福建长汀县策武镇的
长汀县飘香食品厂生产车间，一份份新鲜出炉的河田鸡预制
菜产品，正等待运往全国销售。

河田鸡是长汀县的知名“土特产”，因其肉质紧实鲜美、
营养丰富而享有美誉，是当地人宴席上的主角。但在过去，
由于大多是农户自发饲养，饲养规模散且小、产业延伸不足，
河田鸡长期只是地方性的小众“宝藏”食材。

“通过精深加工，近年来我们开发出的20多种预制菜产
品深受市场认可，去年总产值超过了5000万元。”长汀县飘
香食品厂负责人郑民智说，如今河田鸡饲养规模越来越大，
产业链和相关配套服务日趋完善，他对产业发展信心十足。

规模养殖河田鸡不是件容易事，购买鸡苗、饲料、兽药等
开支不小，若是遭遇鸡瘟或销路不畅，辛苦很容易白费。而
且河田鸡为保证品质和口感，一般采取放养模式，对场地和
环境要求也不低。

为了让河田鸡更好地“飞”出山沟助力乡村振兴，长汀县
自2018年以来整合资金3亿余元，从提升种苗质量、标准化
养殖、品牌建设等方面予以扶持，大力推广新养殖模式，并鼓
励多元生产经营主体参与全产业链建设。

“产业化发展后，优质河田鸡苗需求量大增。”长汀县秀
绿农牧有限公司负责人俞仙福说，农业农村部门为鸡苗提纯
扶壮提供了技术支持，指导养殖户引进自动控温控湿的智能
孵蛋机，将孵化率从原先人工孵化的60%提升至超80%，鸡
苗出栏量提高至每年100多万羽。

针对养殖户技术不足、养殖风险大的问题，长汀县积极
引进有经验、有实力的养殖企业，引导其通过“公司+合作
社+农户”的模式，扩大河田鸡的养殖规模。“企业提供鸡苗、
养殖技术和产品回收，农户只负责养殖。”长汀县河田鸡产业
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业务负责人廖永福说。

目前，长汀已拥有年出笼 1 万羽以上河田鸡的养殖场
193家，去年全县河田鸡年出栏量超1650万羽。随着养殖规
模扩大，河田鸡的保种扩繁、屠宰包装、冷链物流、产品加工
等产业延伸和产业化配套服务，也得到进一步完善。

“近年来，长汀在河田镇建设了标准化养殖基地、保种和
扩繁场等。有别于过去直接出售活鸡的方式，2022年还规划
建设了河田鸡预制菜产业园，引进福建胤万农业有限公司、
八喜馆（福建）食品有限公司等企业，以销促产。”廖永福说。

走进位于长汀县河田镇窑下村的晨露庄园，只见山林间
长满名贵的中草药黄花远志，农场负责人曾宪富热情地打开
一罐自热鸡汤产品请游客品尝。“我们把林下种植的黄花远志根、灵芝与河田
鸡搭配研发产品，将林下养殖河田鸡、中草药种植和康养旅游相结合。”曾宪富
说。

地理标志产品、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如今，河田鸡已是长汀优质农产
品的一块“金字招牌”。同时，利用龙岩与广州对口合作、建设粤港澳大湾区

“菜篮子”工程等契机，河田鸡产品市场进一步扩大。
2023年长汀县河田鸡全产业链产值已达33亿元，加工产品市场规模逐步

扩大，带动8.9万余人就业。“下一步还要建设现代化农业（河田鸡）产业园，推
动全产业链深化发展。”廖永福说。 （新华社福州5月2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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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长沙 5月 29日电（记者
帅才、阮周围）2024 年 5月 31 日是
第 37个世界无烟日，主题是“保护
青少年免受烟草危害”。呼吸科医
生呼吁，警惕“二手烟”“三手烟”问
题危害青少年儿童健康。

中国戒烟联盟理事、中南大学
湘雅二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
主任陈燕介绍，烟草的危害主要来

源于烟雾中的化学成分，其中有一
氧化碳、尼古丁、焦油、刺激性化合
物及多种重金属元素。长期被动吸
烟的青少年儿童患哮喘、肿瘤、冠心
病等疾病的风险增大。

“长期被动吸烟的孩子大脑发
育可能受到负面影响。”陈燕提醒，
青少年儿童身体及免疫系统发育不
成熟，对化学物质的解毒能力较差，

长期被动吸烟的青少年儿童容易注
意力不集中，甚至出现认知和行为
发育障碍。

陈燕说，相比于“二手烟”，“三
手烟”更容易被忽视。“三手烟”是指
吸烟者抽烟后在衣服、头发等表面
产生的烟草残留物，烟草残留物可
以存留数天时间，对青少年儿童的
健康产生危害。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呼吸内科主任
医师唐勇军提醒，长期暴露在“二手
烟”“三手烟”环境中会严重损害青少
年儿童的呼吸系统和心血管系统，可
以导致青少年儿童发生支气管哮喘、
肺功能下降、中耳炎等疾病。专家建
议，加大控烟宣传和教育力度，加强公
共场所禁烟工作，让孩子远离烟草
危害。

世界无烟日：

警惕“二手烟”“三手烟”伤害青少年

应急管理部执法工贸局局长
杨智慧 5 月 29 日表示，应急管理
部等 9 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了《安全
生产资格证书涉假专项治理工作
方案》，从印发之日到 12 月底，在
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专项治理，
坚决防范遏制假证问题。

据悉，此次专项治理工作将
强化全链条打击，贯穿制假、售
假、买假、用假、虚假营销等多个
环节，不仅在使用现场，更要从源
头上杜绝假证空间。

（新华社发）

专 项 治 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