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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现”弹窗暗藏玄机：

盲盒“薅羊毛”，抛出一分钱抽奖诱惑

“老人看到一个 App 弹窗

广告，以为输入手机号就可以

‘提取现金’，结果支付宝连续

支出了两笔扣款，显示购买了

‘宏光数码魔盒’商品”。黄先

生告诉记者，在既没有下载相

关 App，也没有收到任何魔盒

相关商品的情况下，钱却被套

路没了。

随着移动互联网发展，越

来越多老年人开始习惯使用智

能手机消遣，而各类打着“点击

送钱”“点击送手机”等幌子的

广告，往往将这一人群推入精

心设计的陷阱。

记者梳理近百起投诉案例

发现，弹窗广告防不胜防，不少

消费者稀里糊涂“中招”，老人

完全不记得点了什么，甚至没

输密码就被强行扣款。

值得一提的是，不少盲盒

App 正通过短视频平台引流，

并以平台弹广告的方式利用老

年人理解能力差诱导消费。

“0.01 元 抽 奖 必 中 99—34969

元”的宣传噱头背后暗藏玄机。

“快乐星球”中“现价0.01元”的盲盒弹窗广告。

手机截图

短视频诱惑老年人，
“送手机”只是画饼？

“在家抽盲盒，意外抽中一部手机！”“这款盲

盒爆率也太高了吧，超划算，手慢无！”……记者

注意到，如今，盲盒广告通过短视频平台“轰炸”

消费者。

记者梳理近百起投诉案例发现，不少盲盒

App 通过短视频平台投送广告引流，而一些用

词容易让分辨能力较弱的老人或儿童下载

App。记者搜索看到，“叮当魔盒”“惊喜盲盒”

的短视频广告中，标榜“随手试试开到全新未拆

封苹果手机”“薅羊毛 100%必中价值 99—34969
元”等。

记者注意到，这些广告仅在不起眼的地方以

小字或者和背景近似颜色的字体，提示“盲盒具

有随机性”。

盲盒中奖率低或者奖品不值钱也是此类消

费的一大槽点。记者下载“叮当魔盒”多次翻阅

看到，198.01元“三抽起购”“必中无空包”的盲盒

说明中表示，盲盒中共有46款商品，其中外星人

电脑、苹果手机、华为手机等属于“传说”商品，中

奖率为 0.012%，而“稀有”和“高级”商品的中奖

率则高达 44.43%和 39.5%，这些商品包括鼠标、

水杯、耳机等。

不过，有消费者投诉称，“充值9000元，大额

盲盒，大额骗钱”。

3月 14日，记者以消费者身份咨询“叮当魔

盒”客服人员，对方表示，盲盒页面中有对抽取奖

品爆率的说明，如果老人误触了盲盒支付，则需

要提供截图给对应客服处理。对于记者反映

App中弹窗过多极易误触时，对方表示会将该项

意见向“相关专员”反馈。

当天，“快乐星球”App客服人员表示，所有

盲盒里商品以及中奖概率都已公布，至于误触问

题，平台在用户提交支付订单界面内有提醒：“盲

盒一经开启不可退款”。而买家须知中已写明

“可以先在平台上查看公示的保底商品和开盲盒

规则，再决定是否需要开启盲盒。”

对于记者在调查中遇到“付款页面无法返

回问题”，客服表示，经其测试并不会出现这一

问题，后续将向技术部升级并争取尽快改进。

今年春节，成都市市场监管局发布春节消费

投诉举报情况，网上抽奖、网络销售盲盒消费投

诉成为了新热点。而早在2022年8月，四川省保

护消费者权益委员会联合重庆市消费者权益保

护委员会发布的《盲盒App消费调查报告》称，元

气魔盒获得最高奖项的概率仅为0.0007%，也就

是说如果要抽中价值5999—18921元的商品，平

均要抽15万次，花费1185万元，中奖概率甚至低

于彩票。而实际平台在设置概率时是否会根据

高价格的商品设定更低的概率，是否会及时补充

被抽走的商品，不得而知。

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赵虎表示，

为盲盒 App 引流的广告可能涉及虚假广告，或

者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而该问题在我国《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广告法》

中均有相关规定。“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至少分

两种情况，一种是本身就是假的，另一种是引人

误解的宣传，要是解释起来未必完全是假的，但

是会引起消费者的误解，无论是本就虚假还是

引人误解，都属于虚假宣传，都是我国法律明文

规定禁止的。” （据《新京报》）

黄先生告诉记者，家中老人“中招”，

只因刷手机时点了跳出来的“提取现金”

弹窗，便被“宏光数码魔盒”扣钱。

记者搜索黑猫投诉发现，“宏光数码

魔盒”指向一个名为“月光魔盒”的 App。
一年多时间，“月光魔盒”App已屡遭消费

者诟病。

目前，黑猫投诉存在 2732条关于“月

光魔盒”的消费者投诉信息，被吐槽的套

路主要是通过刷到广告暗示“送钱”“送

手机”“送高价奖品”等。根据描述，一些

消费者点击广告下载 App 后遭受钱财损

失，另一些则是在输入手机号后便被直接

扣费。

记者随机选取10个投诉案例发现，手

机弹出的“红包”成了圈套，7个案例中老

人“以为可以领红包赚钱”而点击弹窗。

而大多数投诉案例中，消费者被扣费金额

在 58元至 68元间，这一金额也在不少支

付系统的“小额免密支付”区间内。

弹窗广告引路，此类App还有着简单

却充满诱惑的玩法。记者此前下载“月光

魔盒”发现，该 App 实际上采用“盲盒抽

奖”方式运作，即用户可以花钱购买盲盒，

而具体会中何种奖品则是随机决定。其

首页张贴了一张“首抽0.01元”图片，并配

以外星人电脑和 LV单肩包等贵重奖品。

不过，该图片上以较小字体标注“三抽起

购”。

3月 12日，记者尝试联系了投诉量较

多的“月光魔盒”，客服电话自动显示为

“山东连德实业有限公司”，电话接通后没

有任何声音，此后直接发出机器人声音：

“请您对我们的服务作出评价”。

企查查显示，该企业处于经营异常状

态，且因未履行法定义务已被列为失信被

执行人。当天，记者重新下载了“月光魔

盒”App，发现其内容已经被清空。

以盲盒形式诱导消费者，并非“月光

魔盒”一家。记者以“盲盒”为关键词在黑

猫投诉平台上搜索看到，投诉高达 38135
条，“潮货盲盒”“快乐星球”“叮当魔盒”等

均在列。记者体验这三个盲盒抽奖 App
发现，其玩法虽然各异，但最终都会引导

用户点击并跳转至付款选项。

3月 11日，记者在“快乐星球”App看
到0.01元抽奖弹窗，点击后便跳转到支付

198.01元“三连抽”付款页面。此后，无论

点击界面关闭还是返回键，这一页面仍会

反复弹出。

退出付款页面不易，同样出现在“叮

当魔盒”。该 App 主界面设置了醒目的

“立即开盒”选项，用户只要点击就会立即

跳出付款界面。记者反复打开退出这一

App，在不点击开盒的情况下，仍有一定概

率弹出“付款”页面。

弹窗引路，一分钱可“盲盒抽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