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双十一逼近， 购物平台的广告也逐
渐增多。 有时，当我们打开某些 APP，启
动页面显示开屏广告，明明什么也没有
点，手机却仿佛有了生命，自动打开了
淘宝、京东等购物软件，显示双十一的
推广页面。

从前，在显示广告页面，我们都可通
过点击“跳过广告”来选择不看广告。 然
而不知何时， 广告行业发明了
一种全新的形式。 在广告展示
界面晃动手机、 摇一摇手机就
可以自动帮我们点击广告，跳
转至购物平台。 正常来说，新的
广告形式我们是欢迎的， 然而
摇一摇广告会在无意识的情况
下被触发，并且敏感度极高。 即
使我们手抖一下， 或者是走路
时晃动、上下车等轻微的动作，
都会被应用程序判定为晃动，
进而自动打开购物平台， 逐渐
发展成了一种强制性广告。

这种乱跳转的强制性广告
甚至逐渐成为了广告界的主
流，一大波的广告商蜂拥而至，
都开始走这个套路。 在 QQ 音
乐、哔哩哔哩、腾讯视频等用户
量大的 APP 中都开始出现了开
屏摇一摇跳转购物平台的广告
形式。 这种病毒式的跳转广告
无处不在，让人防不胜防。 在购
物节双十一期间， 铺天盖地的
强制性广告将我们淹没， 无论
在什么界面， 无论用户的意愿如何，只
要我们打开 APP, 它的身影都无处不
在，说跳转就跳转。

这种长时间、 大规模的强制性广告
的盛行，已经从最初的“增加和观众的
互动性”， 到现在变成了“100%对用户
的精准骚扰”， 不仅让整个广告行业的
大环境越来越乌烟瘴气，也让用户们对
广告行业的印象和态度大打折扣。 面对
这种强制性跳转广告，大部分用户的做
法是赶紧划走。 有一些人甚至因为广告
的出现选择了卸载淘宝， 京东等购物
APP。 可见网友们对于这种强制性跳转
广告并不买账，无处不在的广告让大多

数网友对此产生了逆反心理，最终的结果
与广告商所想背道而驰，本是为了提高流
量转化率，最后却对 APP 品牌口碑造成了
巨大的损害。

在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和快节奏的生
活方式下， 我们的时间本就是有限的，这
类强制性广告的突然出现，打断了我们原
本要做的事情，强迫我们浏览我们所不需

要的东西，关键是这种情况也
不是一次两次 ， 一打开 APP
就会自动跳转至购物 APP，每
打开软件界面一次就跳转一
次，反复、大量地消耗我们的
时间， 影响了用户的体验感，
让人心生反感。

回想曾经我们所观看的
广告，既有内涵 ，传播了正能
量， 又很好地树立了品牌形
象，增加了产品销售量。可见，
有口皆碑才是最好的广告，而
不是永远只强迫消费者被迫
听到、看到广告商们要传达的
信息，却从不考虑消费者们所
想要的自主选择。对于儿时所
看的各种公益广告，还有每次
提及永远被夸作广告天花板
的泰国广告，网友们都纷纷表
示好看爱看。消费者排斥的并
不是广告本身， 而是劣质广
告、强制性广告，在大数据时
代生活下的我们，本身是需要
广告存在的。广告能让消费者

们更好地了解产品，从而节省了我们的浏
览时间，可以让我们能够更快寻找到符合
自己预算和需求的产品。 但是现如今无孔
不入的强制性广告，让广大消费者对此产
生了反感心理，最终结果可能与广告商想
要得到的效果背道而驰。

广告的存在是必要且积极的，一条好
的广告需要通过对的方式、对的表达展现
给消费者看，才能吸引更多的消费者参与
购物，提高销售量。 广告要做的是广而告
之，而不是广而扰之，期待相关部门更快
对此等不顾消费者意愿的强制性广告进
行严格监管，将看与不看广告的选择权还
给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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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南山， 男， 中共党员，1936 年 10 月 20
日出生于江苏南京，福建厦门人，1960 年毕业
于北京医学院，呼吸病学学家、国家健康科普
专家。 钟南山长期从事呼吸内科医疗、教学、
科研工作， 他所领导的研究所对慢性不明原
因咳嗽诊断成功率达 85%， 重症监护室抢救
成功率达 91%。 1984 年，被授予“中国首批国
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白求恩奖章”“共和国
勋章”等多项荣誉。 2021 年，钟南山呼吸疾病
防控创新团队获得 2020 年度国家科技进步
奖创新团队殊荣。

(图片来源于《人民日报》）

一生为人民

回音壁

又是一年“双 11”。 你，准备好自
己的购物清单了吗？

“双 11”，这个被誉为“中国购物
狂欢节”的日子。 2009 年 11 月 11 日
淘宝商城第一轮“双 11”网络购物狂
欢节一经推出， 就受到了大家的喜
爱。此后每逢 11 月 11 日前后，中国的
网络购物平台都会进入一段时间的

“盛况”。 而今年的“双 11”也并不例
外，从 10 月底开始，这场千万人瞩目
的购物狂欢节就已经正式拉开帷幕。
这就是各大购物平台施展拳脚， 用尽
浑身解数拉拢顾客， 提高他们自己的
营业额的时候了。 一年一次的盛会对
各大电商平台和商家来说不可多得，
作为卖家可以清理库存、 提高品牌知
名度和美誉度； 作为买家可以享受优
惠， 购买心仪的产品。 而对于卖家来
说， 如何在众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
也成为困扰众多品牌的一大难题。

电商广告 乱象频出
随着“双 11”正式开始的时间越

来越近，各大购物平台的广告也开始
出现在一些常用 APP 上， 形式多样，
攻势迅猛。 随着广告投放的增多，许
多用户发现： 当他们打开其他 APP
时， 总是会在一些机缘巧合下完成跳
转的条件， 进入到购物界面中， 让人
烦不胜烦。 山西师范大学 2021 级历史
学专业的张正秋同学也是“受害者”
之一，在接受采访时她说道：“我只是
想打开一些社交媒体或新闻应用，并
不希望在非购物时间看到这些广告，
有些甚至是重复的， 这会让我感到十
分不舒服和厌烦。 ”

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在
去年 12 月发布的《App 广告消费者权
益保护评价报告（2020）》中显示，测试
的 600 款 App 中 58%含有广告， 其中
69.7%的广告没有“关闭键”。 面对滚
不掉的广告，山东科技大学 2021 级会
计专业的梁月玲同学表示：“打广告
也是其他软件的盈利方式之一， 这无
可厚非， 我不点就行了。 但是有时候

不小心点到了， 软件开始自动下载，
就很烦。 有时候 10 多秒也很烦，希望
他快点跳过。 ”

“双 11”来临，商家打广告本来无
可厚非， 适当的广告本来应该是商家
和消费者共赢的事情。 可是当广告侵
入到正常生活当中， 甚至触碰到法律
的红线， 背后的问题就不仅仅是一句
“打广告”就可以轻松揭过的事情了。

窃取隐私 适可而止
启动软件时的轻微晃动， 软件使

用过程中离开片刻， 或者点击关闭按
钮， 都会变成触发广告的条件。 网友
反映道： 在利用手机搜索过一些关键
词之后， 开屏的广告内容会马上替换
为刚刚搜索过的东西， 这样的情况让
人细思极恐。 在不知不觉中， 我们的
隐私已经被手机软件窃取。 南宁师范
大学 2022 级新闻学专业涂鸿伟同学
说：“不管之前浏览过什么，都会经常

性地弹出这些广告， 让我感觉到个人
隐私受到了侵犯。 ”

对此，哈尔滨工程大学 2021 级水
声工程专业的王鑫瑞表示 ：“这样的
广告让我觉得好像在我身边上演了一
场《窃听风云》，而主角正是我自己。
打开手机是为了放松和娱乐， 如果在
个人时间也要随时提防是否有人偷听
偷拍，那这样的生活也太累了。 ”互联
网是一把双刃剑， 稍有不慎就会成为
有心之人手里的凶器 。 利器人人都
爱，凶器可就未必了。

在大数据算法的推荐之下， 我们
浏览过什么， 喜欢什么， 经济条件如
何在网络上一览无余。 信息透明化的
同时也存在着信息的泄露， 这也就让
我们更加提高了自己的防范意识和隐
私意识， 但最终， 大数据算法只是技
术而已， 而真正令人感到不适的，是
运用技术的人。

端正态度 妙用广告
很多人表示， 很多以前的广告意

义深远 ，正能量满满 ，看到那些广告
的时候甚至不觉得自己在看广告。 南
昌大学 2021 级工商管理专业的乐耀
清同学在接受采访时说 ：“如果推出
的广告的设计足够吸引我，可能不会
购买，但是我会驻足观看一会儿。 ”

长春师范大学 2022 级旅游管理
专业的张慧茹同学对这种观点也深
表认同。 面对采访，她坦言：“以前的
广告往往具有非常独特的创意，能够
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并且留下深刻的
印象，同时也有很多广告都带有教育
意义 ，能引发人们的情感共鸣 ，简洁
明了。 以上几点都是现在的广告所缺
乏的东西。 ”

广告应是广而告之， 而非广而扰
之。 各大购物平台在推广自己产品的
同时， 也需要考虑到用户的体验和感
受， 才能实现双赢。 在大数据背景之
下的今天 ，再加上“双 11”叠 Buff，我
们无法完全避免这些开屏广告， 但是
为了实现商业利益和用户体验的双
赢， 各大购物平台还需要更加注重用
户的体验和需求， 一昧地推送干扰广
告，还是别了吧！

（图片来源于《新浪财经》）

双十一下的广告乱象
记者 陈立宁

编者按：
“双 11”购物狂欢，满减大促。 把心仪的物品以合适的

价格带回家，听上去似乎很美好。可铺天盖地的宣传，无处
不在的广告，似乎并不能让消费者们买账。广告的美，到底
在于何处，或许在下面的文章里，我们将会得到答案。

回声室效应
“回声室效应”即为在网络技术的支持之下 ,无形中给人们打造

出一个封闭的、高度同质化的“回声室”。 在网络空间内 ,人们经常
接触相对同质化的人群和信息 ,听到相似的评论 ,倾向于将其当作
真相和真理 ,不知不觉中窄化自己的眼界和理解 ,走向故步自封甚
至偏执极化。 它主要是指与整个网络的其他部分几乎没有交流 ,即
具有隔离效应 ,并且同样的信息会重复传播。 比如 ,在社会化媒体
中 ,人们以社交对象作为信息来源 ,选择信息来源的同时 ,也就进行
了信息的过滤。 社会化媒体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人群的分化。

随着双十一购物狂欢节的临近 ，
各大电商平台纷纷加大广告投放力
度， 我们在浏览网页、 刷短视频时难
以避开各种购物广告， 甚至在打开其
他软件的一瞬间， 都能被跳转至购物
APP。 更有一些广告变身成微信零钱
提现、 微信红包、 手机网络设置等模
样， 诱骗用户点击。 这些广告营销手
段让人防不胜防， 引发了广大用户的
热烈讨论。

广告效果适得其反
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 ，广

告已成为各大企业争夺消费者的关键
手段。 而购物平台更是借助双十一这
一购物狂欢节日， 大量投放广告，吸
引消费者关注并促进销售。 但过度投
放广告， 也会造成用户反感， 进而影
响品牌形象。 近来，“摇一摇”触发广
告可谓收到了广大网民的强烈声讨，
这种新型的广告在用户使用手机 APP
时，给用户带来了不小的困扰。

来自南宁师范大学 2023 级播音
专业的韦健翔同学说道 ：“在现在这
个互联网时代， 用户时刻都在接收各
种信息， 广告的过量投放无疑加重了
我们的信息负担。 ” 尤其是在双十一
购物狂欢节期间， 广告更是无处不
在， 让人感到无处可逃。 在这种情况

下， 用户可能会对购物平台产生负面
情绪， 甚至导致了部分用户选择卸载
购物 APP。 来自南宁师范大学 2023 级
新闻与传播学专业的罗碧华同学表
示：“以目前这样的形式投放广告，尤
其是‘摇一摇’广告，不仅不能激起我
的购物兴趣， 甚至可能对双十一购物
产生反感。 ”

隐私安全难以保障
另一方面， 广告的过量投放也引

发了用户对于隐私安全的担忧 。 如
今， 大数据技术日益成熟， 购物平台
通过用户浏览记录 ， 消费习惯等信
息， 为用户推送个性化广告。 虽然这
种营销手段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广告
的精准度， 但也让用户感到自己的隐
私被侵犯。 广西财经学院 2022 级会计
专业的易家铖同学提出 ：“平时聊天
时朋友发个链接， 或者刷视频时刷到
某个东西， 立马都能在广告推送里找
到，有种被大数据‘霸凌’的感觉。 ”

近期广告大数据算法痕迹愈发明
显， 用户时常感到自己的搜索历史等
信息被数据监视， 在这样的背景下，
用户会更加关注自己的信息安全，对
购物平台的信任度也会有所降低。 长
时间的大数据推送， 还会让用户的网
购生活陷入“信息茧房”，面对相似度

较高的产品， 不仅很容易使顾客在挑
选合适商品时浪费大量时间， 还会导
致用户逐渐失去对网络购物的兴趣。
可以说， 对数据和算法的过度使用，
不只是对用户的信息隐私安全造成威
胁， 影响用户对平台的信任， 对购物
的积极性同样具有不利影响。 对隐私
安全保护的欠缺， 很有可能导致网络
商户的销售效果达不到原有的预期。

整改才是当务之急
诚然， 我们不能完全否定广告的

作用。 适度的广告投放， 可以提高品
牌知名度， 吸引潜在消费者。 在双十
一购物狂欢节期间， 购物平台通过广
告宣传优惠活动、 爆款商品等信息，
激发了用户的购物欲望， 从而推动销
售额的增长。 但对于当下广告作用不
显甚至起反作用的环境下， 整改投放
过程中的不合理现象， 是发挥广告用
途的必要之举。 在改进广告投放机制
上，同学们也有话要说。

来自南宁师范大学 2023 级新闻
与传播学专业的罗碧华同学说 ：“我
认为购物平台应遵循‘适量投放、精
准推送’ 的原则， 为用户提供符合其
兴趣需求的广告 ， 减少用户的不适
感。 也可以通过优化广告内容， 使之
更具创意和吸引力， 从而提高广告的

点击率和转化率。 ” 来自南京邮电大
学 2022 级测绘专业的刘恒睿同学表
示 ：“购物平台对用户信息加强保护
也很重要。 平台完全可以利用自身技
术对用户信息进行加密， 同时也要减
少算法对用户的影响，避免‘大数据’
使顾客在网购过程中产生不适， 同时
也提高用户对平台的信任。 ”

近来， 部分网购平台开始尝试通
过开展线下活动、 线下营销等方式来
提升用户粘性， 增强产品忠诚度，如
京东线下场景营销品牌“京屏果”和
可交互智能货架屏“京屏小店”，通过
在京东便利店、 京东大药房、 京东超
级体验店等多场景布局， 为品牌和商
家带去更精准有效的场景营销赋能的
同时， 也让用户得到更新奇的购物体
验。 此外，优化 APP 界面、取消不合理
的投放方式， 也是改善当前广告环境
的重要举措。

总之，在双十一购物狂欢节期间，
各大平台的广告营销大战在所难免。
但购物平台追求广告效果时， 也应关
注用户的体验感， 尊重用户隐私，通
过创新和优化来实现广告投放与用户
体验之间的平衡。 只有这样， 各大购
物平台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
不败之地， 并为广大消费者带来更好
的购物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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