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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试看诱人入局，小额
充值积沙成塔

“没想到平时很节俭的老人，却为各种
微短剧花了3万多元。”提起微短剧，高佳十
分沮丧。

高佳的父亲今年58岁，一开始以为9.9
元就能解锁全部剧集，没想到看了三四集
后，小程序又提示余额不足，要求继续充钱，
一开始是充金币，后来是买短剧会员卡。“他
说自己太想看后面的反转了，便不断地解锁
新剧情，并且一部剧也就几十元，到最后他
都觉得自己只花了几百元。”

直到家里人浏览了父亲微信账单里3年
内的花销才发现，“的确都是小额账单，最高
不超过39.9元”。但计算下来，仅2024年就
充了1.6万余元，3年竟花了3万多元，“零零
碎碎地在不同小程序上充钱，全是各种某某
视频的39.9元”。

郭航的母亲也有类似经历，自去年年底
迷上微短剧后频繁充值。“本来说花300多
元买了包年会员，以后就不用再花钱了。结
果没几天又充钱，说包年不含这个剧。没多
久又看上一个新平台的剧，称跟老平台的内
容不一样。几十个小程序，东花一笔、西花
一笔，现在已经不给我看她的手机了。”郭航
吐槽说。

曾在短视频代运营公司工作的刘女士
直言，微短剧的核心是情绪反应和付费意
向，为了吸引观众付费，平台一般会先让他
们免费看，然后再“卡点”收费。“有的写剧本
时就已经标记好了，告诉制作人到哪一集哪
个部分可以‘付费卡点’，因为这时观众情绪
已经达到顶峰，只要掐断，大概率会付费收
看。”

记者了解到，目前小程序上的微短剧主
要有两种收费形式，一种是充值虚拟货币，
进行单集付费，每集价格从几毛至几元不
等；另一种是直接充值会员，包括周卡、月
卡、年卡等。以某短视频平台的小程序为
例，一部不到百集的微短剧，免费试看15集
后，后续为付费集数，需充值至少七八十元
才能全部看完。

这简单的充值设计背后，实则套路重
重。

高佳之所以注意到父亲账单的异常，要
从他的微信群说起。去年12月，高佳操作
父亲手机时发现，他加了二三十个专门分享
微短剧的群。群里的短剧助理会不定时地
发送一些短剧链接，而且为了吸引群成员点
击，会把一些链接的封面设置成美女照片或
其他猎奇的图片。

“一些短剧平台还会给父亲拉VIP会员
多对一的专属对接群，他加了五六个这样的
群，三四个人只为他一个人服务。”高佳说，
这些专属群每日给他推送各种收费短视频，
有部每集 1分钟的短剧居然需要支付 800
虚拟币，按小程序的换算规则，相当于一集
8元。

付费规则雾里看花，解锁
全集暗藏猫腻

高佳发现，父亲主要是在短视频软件上
看微短剧，但往往看不了几集就要收费了，
如果想继续观看，则需跳转至小程序，充值
付费也基本在小程序上完成。

“父亲的零钱包里有些零钱，而且开通
了扫脸支付，虽然他知道充了钱，但不知道
累计下来居然有这么多。再加上他不清楚
虚拟币和现金之间的兑换比例，不了解所需
支付的具体价格，也不知道收费规则，不知
不觉间就花了3万多元。”高佳整理父亲的
账单发现，他接触过的短剧小程序有120多
个。

“我可以接受父亲为看短剧花 39元购
买某平台一个月的会员，问题是即使他买了
会员，如果被导流至小程序观看，仍然要通
过充值虚拟币付费观看，而虚拟币充值无上
限，导致钱去如流水。单是去年11月某一
天，父亲就充值了5次每次3900K币（虚拟
币，1元可以购买100个K币），当天累计支
付近200元。这样的事情在过去3年内发生
过很多次。”高佳说。

记者浏览多个短剧小程序发现，对比市
场上几个主流的视频软件的会员定价，很多
相关小程序的收费标准普遍更高。比如，消
费者支付49.9元，可以成为几大长视频软件
2个月的会员，在短剧平台上却只能是7天
会员，甚至是3天会员。

一些小程序的收费规则也很混乱。
记者观看××剧场小程序的一部短剧，

看到需要付费的剧集时，页面标注了单集需
要66个“看点”（用户通过小程序相应支付
方式为账号充值后获得的虚拟币），但并没
有提供虚拟币的购买选项，只显示“全场免
费看”会员的付费选项，比如 9.9 元一天会
员、19.9元一周会员、29.9元一月会员、99.9
元一年会员。

记者用另一个账号观看该小程序的同
一部短剧时，平台又给出了截然不同的收费
标准：支付6.9元购买690“看点”，预计可观
看后10集；支付19.9元购买1990+1990“看
点”，预计可观看后60集；支付69.9元购买
6990+6990“看点”，预计可观看后211集。
会员价格也有了非常大的变动，变成29.9元
一天会员、58元一周会员、99元半年会员。

更隐蔽的是“解锁全集”的文字游戏。
记者查看某部短剧付费剧集中跳出的

充值页面，发现在页面下方有几行灰色的小
号字样，其中一条内容为“购买解锁本剧全
集：一次性解锁52集”。而实际上，每部短
剧的付费集数并不相同。也就是说，虽说宣
传解锁全集，但实际上限定了解锁的集数。

还有小程序提供“支付11.9元，一键解
锁本剧全集”的选项，但不管短剧实际的付
费集数是40集还是60集，都是相同的价格。

来自广东的林涵最近注意到，她 85岁
的外婆为追剧支付11.9元“买断”全集，却发

现所谓“全集”仅含52集，剩余剧情需二次
充值。

“一些小程序会推出各种充值会员活
动，不同小程序的规则、价格都是不一样
的。很多平台也会有整剧购买、单集购买的
选项，但怎样整剧购买算优惠价，单集购买
一集是多少钱，这些都很难搞清楚，甚至同
一平台不同短剧收费都有差异。”林涵说，这
些复杂的计算规则在她的仔细研究之下都
难以捋清楚，更不用说老年人了。

去年10月，江苏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
员会公布的微短剧领域问题消费调查结果
显示，超过两成的消费者遭遇不明码标价问
题，近一成三的消费者反映包月、包年会员
观剧权益不明晰。部分观看渠道虽然对单
集所需虚拟币进行明示，但字体较小，且未
明示全剧所需虚拟币总数，导致消费者尤其
是老年消费者容易陷入反复充值、多次充值
的套路。此外，部分微短剧剧场未告知虚拟
货币与现金之间的兑换比例，消费者无法准
确了解所需支付价格。

自动续费连环扣款，平台
玩转文字游戏

“因为想看微短剧被骗了100元。”在吉
林工作的田雪说，自己去年用短剧软件时不
仅遇到虚假宣传，还在不知情中被自动扣费
4次共计100元。

“这件事发生在2024年12月，一天我在
短视频软件中刷到一部短剧，被它的类型和
内容吸引后，我根据指令点击下载了‘××
爱刷’软件。”田雪告诉记者，下载软件后，她
为了继续观看短剧，按照页面的引导支付了
9.9元开通会员。但等她去搜索自己想看的
短剧时却发现平台上没有，也没有其他感兴
趣的剧，她便卸载了该软件。可3周后，田
雪突然发现这个软件在20多天里自动扣款
100元。

记者下载该软件发现，软件开屏就自动
弹出了新用户福利“全额返活动”的宣传页，
内容是“0元订阅会员，下单立返9.9”，并有
限定的支付方式。

支付页面的订单信息显示：0元看剧，付
款并开通后全额返还。

此时，真正的文字“陷阱”正在等待用
户，重点就在于“付款并开通”这5个字。

记者成功支付9.9元后，软件紧接着弹
出页面，写着“恭喜您成为周会员！您9.9元
的返现机会待领取。您已取消开通，默认不
参与返现活动”，页面下方设置了显眼的黄
色按钮“抓住机会，去开通”。

在点击黄色按钮选择继续“开通”后，记
者进入“支付签约中心”，发现服务内容为

“新用户福利自动续费”，服务详情为“商户
每隔7天，自动从你的支付账户扣款29元进
行续费”，点击“同意协议并开通自动续费”。

“不是按照字面理解‘支付9.9元后商家
就会返还’。”田雪说，选择“开通”的也不是
所谓的会员，而是“自动续费”。

此外，记者发现，上述软件在诱导用户
支付的页面中，没有提到会员的使用期限是
多久，支付结束后才显示购买的是“周会
员”，因此田雪实际购买的是周会员而不是
月会员。

江苏人方灿因为父亲通过短剧小程序
累计充值近4万元而开始关注微短剧收费问
题。他告诉记者，一些短剧以低价吸引用户
付款，在对方支付时默认勾选续费选项，使用
户在观看时自动续费，且后续剧集均以原价
扣费；或者设置多种付费选项，混淆单集、全
剧、平台的概念，“对于一些老人来说，根本无
法清晰计算自己追剧所花费的金额”。

记者在应用市场搜索“短剧”“剧场”等
关键词，浏览相关的短剧软件评论，很多用
户都表示遇到了“自动续费”问题。还有多
名用户提醒网友：这类短剧软件可能会诱导
订购其他套餐，谨慎下载。

江苏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公布的
微短剧领域问题消费调查结果也提到，在小
程序或App观看微短剧时，平台常常提供
会员服务。然而，这些服务往往包含强制自
动续费条款，消费者开通会员服务时必须接
受自动续费事项，有强制消费之嫌。更为严
重的是，部分平台在扣款前未进行任何提
醒，导致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扣费。
调查结果显示，八成以上消费者开通全站会
员后仍需为部分剧集付费，七成以上消费者
开通会员后遇到小程序下架或无法使用的
情况。

短剧退费有路无门，维权
通道形同虚设

更糟糕的是，稀里糊涂充完钱后，商家
可能“换了马甲”或直接下架视频，导致消费
者维权困难。

在过去的1个多月里，高佳一有时间就
会处理微短剧退费的事，她主要在全国
12315平台进行投诉。

“退费的过程很复杂。”她无奈地说，账
单中涉及的相关小程序有几十个，要一一定
位平台和所属的公司，将拍摄或者截取的图
片上传至全国12315平台，还要讲清楚每家
公司对应的情况和费用。

在退费过程中，高佳还有耗时耗力却无
疾而终的经历，一是因为有些充值过的小程
序难寻踪迹，二是因为并非所有投诉都能受
理。

“我投诉时需要提供小程序上的交易明
细，可其中不少涉及的小程序都更改过名
字，去年上半年还有，现在再搜就搜不到了，
找不到小程序就没有凭证。”高佳说，而且这
些小程序所属的公司天南地北，各个省市的
都有，由不同地区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
责。而针对同样的问题和情况，一些省市的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受理，另一些则不受理。

目前，高佳投诉了充值比较多的短剧平
台，收到了少部分退款，“2024年共计花费1.6
万余元，现在只收到了退还的三四千元”。

（文中受访微短剧消费者均为化名）
据法治日报

“9.9元解锁全集”背后暗藏哪些猫腻，记者展开调查

一向节俭的老人，看微短剧充值3万多元
被“9.9元解锁全集”的广告吸引，湖南人高

佳的父亲3年间为追剧累计充值3万余元；北京
人郭航的母亲被数十个短剧小程序“围猎”，账单
散落成数百笔小额支付难以追查；江苏人李晴的
父亲观看某短剧时，每点击一集被自动扣款 2
元，直至银行卡流水出现“30元观影消费”才恍然
大悟……

多名接受采访的微短剧消费者吐槽，“有些
微短剧付费过程就像‘谍战剧’，处处都在玩心
眼”“看个剧需要注意非常多的细节，看似商家全
都明确告知，将选择权交给了用户，但是有很多
环节需要细细考究，用户一不留神就会被绕进
去”“广告写了9.9元解锁本剧全集，结果充完看
了一半又要我充值，客服回复说充值是按集付费
的”“49元买了30天会员看微短剧，过了两天就
说我会员过期了”。

一些微短剧“小额高频”的消费模式背后，究
竟暗藏怎样的商业陷阱？又是怎样将部分中老
年人拖入充值漩涡的？记者对此进行了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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