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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人用电脑时都遇到过讨厌的网络弹窗，有时

想关还关不掉，不胜其烦。昨天，江苏省消费者权益保
护委员会发布《PC端应用软件网络弹窗调查报告》。

调查的 30款常用软件中， 有 11款软件的弹窗在安

装、广告内容、广告特征、广告功能按键等检测中分别
存在不同问题，占比 37%；某浏览器在 15分钟内弹出

窗口多达 9次。

软件弹窗岂可“弹弹不休”？

弹窗往往是广告，但有的并不按照有关规定标注
“广告”，也不注明广告来源，有的还无法“一键关闭”，

或是关闭后再次弹出，无法设置弹出周期或永久不弹
出，严重干扰用户正常使用网络。 像“15分钟弹窗 9

次”，近乎骚扰。 更有甚者，有的弹窗内容传播淫秽色
情及低俗信息，有的推广非法药品、夸大疗效，涉嫌虚

假宣传。

软件弹窗的种种乱象，不少已经涉嫌违法违规。

比如，无法“一键关闭”，就违反《广告法》第 44 条：

“利用互联网发布、发送广告，不得影响用户正常使

用网络。在互联网页面以弹出等形式发布的广告，应

当显著标明关闭标志，确保一键关闭。 ”更不要说色

情低俗信息、虚假宣传等，也明显越过了法律法规的
红线。

软件弹窗存在的问题由来已久，需要加强治理和

整顿，还用户一片清净。各软件公司应负起主体责任，

依法依规自我检查和约束。相关部门也应加大整治和

处罚力度， 清理和遏制弹窗中存在的违法违规现象，

维护用户合法权益。 同时，要进一步细化法律法规内

容，对弹窗行为作更加全面的规范。

弹窗乱象不仅存在于电脑， 在手机中也屡见不

鲜。 此前，工信部就开展了 App弹窗骚扰用户问题的

专项整治。用户反映强烈、投诉较多的问题有：弹窗信
息标识近于无形、关闭按键小如蝼蚁、页面伪装瞒天

过海、诱导点击暗度陈仓。经过整治，数十家头部互联
网企业按要求完成整改。 治理有效，但也要防止问题

反弹、顽疾难断。

电脑端和手机端需要“双管齐下”，整治“扰民”的

弹窗乱象，为用户营造更安全、更健康、更干净的使用
环境。

打开网页就跳出个弹窗，甚至不打开也会跳出弹窗。很多时
候想关还关不掉，甚至有假的关闭按键，越关窗口越多……随着
电脑进入人们的生活，网络弹窗可说是一个“痼疾”。昨天，江苏
省消保委再度对网络弹窗“开炮”，发布《PC端应用软件网络弹
窗调查报告》。报告显示，近八成消费者遇到过网络弹窗问题，超
过五成消费者表示网络弹窗关闭按键不易发现，多款软件弹窗
存在内容违法问题，涉及虚假宣传、色情低俗等，多款软件弹窗
无法“一键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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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背景
五大问题让人反感
根据江苏消费网舆情监测中心

数据发现，今年 1月 1日至今，江苏

省内有关网络弹窗的相关舆情信息
共 5935条，其中负面舆情信息共

3737条，占总量的 62.97%。对负面
舆情分析后发现，主要存在以下几

个方面问题：

■ 网络弹窗内容涉嫌信息诈
骗，比如“高回报”炒股信息诈骗、网

游“免费送皮肤”诱骗转账等，给消
费者带来巨大损失；

■ 网络弹窗内容低俗，常通过
软色情类信息诱导点击， 传播淫秽

色情类信息， 危害消费者身心健康
和网络环境；

■ 网络弹窗内置木马病毒，捆
绑强制下载多个应用， 消费者难以

清理；

■ 网络弹窗不能一键关闭，存

在强制弹出、 关闭按键设计具有迷
惑性等问题；

■ 网络弹窗突然弹出，被吐槽
打扰工作和学习节奏， 消费者不胜

其扰。

在此背景下，江苏省消保委对

目前使用频率较高、下载量大、消费
者反映问题众多的一些软件开展体

验式调查，旨在呼吁相关平台珍惜声
誉、控制弹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江苏省消保委监督部主任赵鑫
表示，网络弹窗不仅影响人们的心

情和工作效率，还存在安全隐患，让

人不胜其扰。《报告》统计显示，我国
网民常用软件中，有网络弹窗行为

的多达 1221个，54.7%受访者遇到
过网络弹窗关闭按键过于隐蔽的问

题，82.4%的受访者直言反感网络
弹窗。

调查结果
五种表现三种类型
本次调查采用问卷调查和抽样

体验调查两种方式，线上共收到有

效问卷 14727份，线下体验调查共

选取 30款应用软件。在官方渠道下
载测试的 30款软件的基础上，随机

抽取其中 10款消费者反映问题众
多的软件，通过华军软件园、太平洋

下载中心、腾讯电脑管家、360软件

管家等 4 个常用第三方平台下载

测试。
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消费者

深受弹窗困扰，78%消费者反映遇
到网络弹窗问题。主要表现为：

■ 网络弹窗没有关闭按键或
按键不醒目，不能一键关闭；

■ 网络弹窗弹出频率高，一次

性弹出广告数量多， 且占网页尺寸
过大；

■ 软件安装时未经提示强制
捆绑安装其他软件；

■ 软件安装时默认勾选安装
其他软件，且存在弹窗；

■ 商业性推广内容不标注“广
告”字样、不注明广告来源现象普遍

存在。

调查问卷结果显示，针对“消费

者经常遇到哪些类型的网络弹窗

（多选）”问题，有 58%的消费者经
常遇到购物广告，53%的消费者经

常遇到游戏广告，42%的消费者经
常遇到影视广告。

问题弹窗
11款占调查总量37%

从江苏省消保委委托南京产品
质量监督检验院抽样体验调查结果

显示，从官方渠道下载的 30款应用
软件中，有 11款存在问题网络弹

窗，占调查总量的 37%。具体包括：
迅雷、小鸟壁纸、暴风影音、酷我音

乐、爱剪辑、360安全浏览器、ACD－

see、2345 看图王、360 安全卫士、

QQ和腾讯视频。
在 4个第三方平台下载的应用

软件中，迅雷和小鸟壁纸均出现网
络弹窗。其中，华军软件园有 6款出

现网络弹窗并存在相关问题，分别
是：鲁大师、迅雷、QQ浏览器、爱奇

艺、2345看图王、小鸟壁纸。

太平洋中心有 6款出现网络弹
窗并存在相关问题，分别是：迅雷、

QQ 浏览器、爱奇艺、搜狗输入法、
2345看图王、小鸟壁纸。

腾讯电脑管家有 4款出现网络

弹窗并存在相关问题，分别是：迅

雷、QQ浏览器、爱奇艺、小鸟壁纸。
360软件管家有 4款出现网络

弹窗，分别是：鲁大师、迅雷、搜狗拼
音输入法、小鸟壁纸。除搜狗输入法

外的 3款网络弹窗均存在相关问题。

涉嫌违法
共有4款软件涉及
体验人员发现，从官方和第三

方下载应用软件中，共有 4款软件

的网络弹窗内容涉嫌违法。

在官方下载应用软件中，暴风
影音安装时，默认勾选的软件所带

弹窗存在传播淫秽色情及低俗信
息；360安全浏览器、360安全卫士

弹窗内容存在以挑逗性暗示性图片
或语言诱导网民点击，推广不明网

站的情况；360 安全卫士的弹窗内

容还推广非法药品，夸大药品疗效，
涉嫌虚假宣传；腾讯电脑管家下载

的小鸟壁纸的广告内容，存在多条
广告以挑逗性暗示性图片或者语言

诱导点击的情况。

让很多人头疼的是，当前，网络
弹窗不仅会自动跳出，还自带声音。

关闭按键
计时结束仍关不掉
随着数字化发展，不少弹窗会

设置倒计时以自动关闭。但在本次

线上调查过程中，有 82%的消费者
表示遇到过具有倒数计时的弹窗计

时结束后没有正常关闭的情况。在
调查“网络弹窗无法正常关闭的原

因（多选）”时，有 49%的消费者表

示遇到虚假关闭按键，按了以后并
没有用；52%的消费者认为关闭按

键在非常用位置，不易发现；有
41%的消费者认为关闭按键指示不

清晰。
在本次体验调查过程中，从不

同渠道下载的应用软件中共有 4款
软件弹窗无法“一键关闭”，没有关

闭功能按键。从官方渠道下载的有
2款没有关闭按键，分别是 2345看

图王、腾讯视频；在华军软件园，
2345 看图王、爱奇艺没有关闭按

键；在太平洋中心，2345看图王、爱
奇艺没有关闭按键；在 360软件管

家下载软件中，鲁大师没有关闭按
键，不能设置一键关闭。

省消保委
精准监督有效规范
除了以上问题，还有部分软件

无法设置弹出周期，永久关闭难实

现，六成消费者经常遭遇捆绑安装
等问题。

江苏省消保委表示，移动互联
网时代，网络弹窗犹如网络“牛皮

癣”，渗透进互联网世界的各个角

落。然而，网络弹窗因利益导向、大
搞眼球效应等出现诸如内容不当、

涉嫌诈骗、无法关闭、强制捆绑等问
题，令消费者苦不堪言。规范网络弹

窗、为消费者构建一个风清气正的
互联网空间在当前显得尤为迫切。

针对此现象，亟需政府相关部门制
定相关行业标准，进一步修改细化

管理措施，强化对网络弹窗的监督
管理，对弹窗予以精准监督、有效规

范。互联网企业也应该不断提高自
律意识，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重

视社会效益。 据南京晨报

江苏省消保委发布《PC端应用软件网络弹窗调查报告》

78%消费者遭遇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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