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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音乐猜歌名真能赚到钱吗记者调查“提现软件圈套”
● 大部分提现软件都存在虚

假宣传、夸张宣传的问题，引流盈
利才是软件公司的真正目的，大量
用户根本无法提现，花费大量时间
却得不到任何奖励

● 一些提现软件在使用过程
中还会诱导用户分享，或通过一些
页面设计“伎俩”，让用户无意识地
下载插件或跳转页面

● 如果提现软件宣传的提现
条件引发用户误解从而引导其下
载，而这款软件在实际使用时却无
法实现提现功能，则可能涉嫌虚假
宣传或者虚假广告

北京市朝阳区的刘女士是一
名家庭主妇，平时经常上网刷短视
频。今年 4月，她无意间看到一条

“听歌猜剧，轻松赚钱”的短视频广
告。出于好奇，她下载了这款名为

“点点猜歌”的软件，完成任务后成
功提现0.9元，后来她每天花2个小
时在软件中答题，等完成任务准备
提现时却发现，提现要求突然提高
至“猜对5000首歌”。

自己是不是被骗了？刘女士
在网上提出了疑问，随后发现很多
人都有类似经历，一些人称之为

“提现软件圈套”——看似答题越
多赚钱越多，但任务难度越做越
高，且始终无法提现。

记者近日调查发现，像“点点
猜歌”这类号称“答题赚钱”“猜歌
赚钱”的软件还有不少，它们往往
打出“轻轻松松赚钱”“新人下载即
可获得大额红包”“不看广告也能
赚到钱”“提现到账无门槛”等广告
语，吸引人们下载App答题、做任
务。不少人花费大量时间在上面，
最终根本无法提现或仅能提现几
元钱甚至几毛钱。一些人大呼：上当。

提现功能夸大其词
引流盈利才是目的

天津的蔡先生和刘女士有一
样的经历。他告诉记者，下载“点
点猜歌”后，其任务显示“连续登录
10天，每天猜对 80题就可以提现
300元”，但等满 10天做完任务准
备提现时，“点点猜歌”又提出要

“猜对 5000首歌”才能提现。蔡先
生果断卸载了该软件。

那么，“猜对5000首歌”是否就
真的可以提现呢？

“根本就不可能提现。”来自北

京大兴的肖女士说，她费尽千辛万
苦答题做任务，“点点猜歌”答题的
任务越来越难，到第4700个左右的
猜歌环节时，开始出现泰语等非中
文歌曲，还有不少题目没有正确答
案。完成5200首歌时，软件显示已
达到猜歌数量上限，但仍无法提
现。

肖女士告诉记者，她立即联系
“点点猜歌”软件的客服。客服表
示，该软件后续版本还在开发中，
目前没有解决办法。“也就是没法
完成提现，根本就是骗人的，骗取
流量，浪费用户的时间。”

今年国庆假期，记者根据刘女
士的指引，在手机应用市场搜索

“点点猜歌”软件，发现该款软件已
经下架。而10月18日记者再次搜
索时，发现一款名为“点点猜歌-领
现金”的软件可以下载。刘女士告
诉记者，“点点猜歌-领现金”和“点
点猜歌”的外观、图像都差不多，广
告、玩法也相似。

在“点点猜歌-领现金”的软件
评论中，两极分化严重，有评论说

“非常好玩，几百多块钱一下子就
提现了”“猜歌类游戏锻炼大脑，一
款超好用的软件，快来下载吧，益
智健脑”，这些评论均打了 5星；也
有评论说“不行的，建议别下载，永
远只能提0.3元，根本提不了多的”

“太差了，说好5天做好任务就可以
领到 300块钱，我做任务做完了没
领到”，这些评论均打了1星。1500
多条评论，平均分为2.5分。

实际上，类似的做任务、答题
提现软件还有不少。记者在某短
视频平台中看到不少“看小说提
现”“听歌提现”的广告以及博主推
荐视频，大多配文“赚零花钱了，操
作简单，快去试试吧”。

在手机应用市场，记者搜到多
款猜歌提现软件，如“猜歌达人秀”

“猜歌大神”等。这些软件的评分
多在 1至 2分左右，评论区中充斥
着“无法提现”“骗子软件”的差评。

记者调查发现，手机提现软件
主要有两大类：

第一类是软件本身为用户提
供实质性服务，提现作为引流的附
属功能，吸引用户下载使用软件，
这类软件通常是较为知名公司的
产品，可以提现，但是金额较少，与
其广告宣传并不相符。例如“番茄
小说”以提供免费小说阅读为主要

服务内容，有用户表示在看了 700
多个小时后仅提现15元。

“虽然提现的金额与广告相差
甚远，但是自己使用的初衷是看小
说，因此没有觉得被欺骗，使用体
验还是可以的。”一位用户说。但
也有用户因提现金额与预期相差
较大而感到不满。

第二类是软件仅以提现为目
的吸引用户，用户通过不断地做任
务、游戏和观看广告完成时长来赚
取提现金额，积累到应用规定金额
时再提现。但用户普遍反映无法
成功提现：完成一项任务后，这类
软件会不断提高提现要求。

据记者观察，大部分提现软件
都存在虚假宣传、夸张宣传的问
题，引流盈利才是软件公司的真正
目的，大量用户根本无法提现，花
费大量时间却得不到任何奖励。

明星代言真伪难辨
虚假宣传诱导广告

据了解，一些提现软件在使用
过程中还会诱导用户分享，或通过
一些页面设计“伎俩”，让用户无意
识地下载插件或跳转页面。

一位使用过多款提现软件的
网友“深藏 blue”说，提现软件在完
成任务过程中会充斥大量广告，且
有很多诱导广告，例如在屏幕上出
现虚假的关闭页面选项，用户一旦
触碰就会自动下载广告中的软件。

“深藏 blue”说，其最初相信提
现真实性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有的
软件刚开始确实可以提现，比如提
现 0.3元；二是界面上方会不断地
出现“×××(用户昵称)提现 500元成
功”的弹幕。“现在想想，这都是软
件企业的套路，其盗用用户微信头
像做虚假宣传。”

在“知乎”相关问题下方的评
论中，记者发现，有很多用户都在
完成 1000至 2000首歌曲猜题或一
定量的任务后发现不能提现，评论
中没有成功提现较大金额的情况。

记者在调查中注意到，一些提
现软件不乏由明星代言，但代言的
真伪有待考证。

天津的王先生告诉记者，他本
来是不太相信提现软件的，“天下
哪有这样的好事”，但看到明星代
言后，觉得有一定的可信度。他下
载了一个看视频广告的提现软件，

不停地做任务，任务要求也不断提
高，后来要求看 9.8万个视频广告
才能提现，这让他幡然醒悟：自己
永远吃不到这份“免费午餐”了。

多位受访者说，一些不良软件
开发者打着“休闲赚钱”的名义，利
用用户渴望轻松赚钱的心理，用夸
张的宣传语或诱导式的广告引人
下载软件，骗取下载量和流量，希
望广大网友擦亮双眼，切勿上当受
骗。

行政部门监管处罚
情节严重或构犯罪

8月 30日，新浪黑猫消费者服
务平台官方微博“黑猫投诉”发布
信息显示，平台上与“提现”相关的
投诉有近20万单。

北京韬安律师事务所律师段
英子直言：“如果提现软件宣传的
提现条件引发用户误解从而引导
其下载，而这款软件在实际使用时
却无法实现提现功能，则可能涉嫌
虚假宣传或者虚假广告。”

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
学院法律系主任郑宁指出，反不正
当竞争法规定，经营者不得对其商
品的性能、功能、质量、销售状况、
用户评价、曾获荣誉等作虚假或者
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欺骗、误导
消费者。经营者不得通过组织虚
假交易等方式，帮助其他经营者进
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
传。违反者，由监督检查部门责令
停止违法行为，并处罚款，情节严
重的可以吊销营业执照。属于发
布虚假广告的，依照广告法的规定
处罚。

“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
用的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真实情
况的权利。诱导分享、诱导下载以
及虚假宣传等作为商家的营销手
段，如果是隐瞒真实情况，欺骗消
费者，或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消费者权益受损的，可向服务者要
求赔偿。”郑宁说。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亚
太网络法律研究中心主任刘德良
分析说，从广告法角度来讲，一些
提现软件提供所谓的产品服务是
虚假的，违反广告法规定，构成虚
假宣传，工商主管部门可以对其进
行监管，进行相应处罚；从合同法
来讲，虚假宣传的内容若构成合同

条款，且商家不以履行合同而以欺
诈为目的，则可能构成合同欺诈，
消费者既可以主张其承担违约责
任，也可以要求解除合同，赔偿损
失；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上来讲，
虚假宣传欺诈构成侵犯消费者知
情权，部分可能构成侵犯消费者的
选择权，消费者可以起诉；从刑法
角度来讲，若构成合同欺诈，其中
不以履行合同为目的，单纯诱骗消
费者的情况，严重者可能构成刑法
上的合同诈骗，可追究刑事责任。

针对手机应用市场中一些软
件以“提现”为噱头，欺骗消费者，
为软件引流的现象，郑宁分析，主
要原因之一是该类违法情形众多，
相关部门执法力度不够；二是该类
违法行为成本低、收益高，利益驱
动使得这种现象难以管制杜绝。

采访中，不少用户提出疑问：
对于这类提现软件，手机应用市场
平台难道没有监管责任吗？

对此，刘德良表示，从法律上
来讲，通常情况下平台没有主动监
管的义务，但是针对屡遭投诉的提
现软件，平台应采取相应措施，查
证属实则可采取要求被投诉软件
下架、限制被投诉软件进入应用市
场等措施。若针对屡遭用户投诉
的软件，平台拒不履职，则需承担
相应责任。

同时，刘德良说，从机构监管
层面来看，无论是工商监管、广告
执法机关监管还是平台内部监管，
面对提现软件换“马甲”反复上架
的情况，都存在监管难度较大的问
题。若想根除这种现象，刑法介入
是有必要的。尽管对于单个用户
来讲，提现软件涉嫌诈骗的金额不
多，但涉嫌诈骗的人数众多，也可
能构成合同法上的诈骗。一旦构
成诈骗，公安机关介入，将其作为
刑事案件处理，追究相关人员的刑
事责任，可能是最有震慑作用和最
终的手段。

郑宁提醒，在鱼目混珠的手机
应用市场中，针对提现软件虚假宣
传、诱导下载的现象，在有关部门
加强规范整治的同时，广大消费者
也应擦亮双眼。要规避“天上掉馅
饼”的心理，面对诱惑冷静分析，谨
防掉入虚假宣传的陷阱，以免浪费
时间为不良软件贡献流量。遇到
侵权行为时，消费者应该勇敢地通
过12315等平台积极维权。

审时度势、因时而变，让户外
工作者和公共服务场所“暖身更暖
心”。

近日，海航控股党委班子从海
口飞往北京体验寒风的报道受到
关注。该事件源于一位夜晚路过
海航控股北京基地的旅客，他看到
在基地门口蹲着等车的乘务员瑟

瑟发抖时，拍下照片发给了海航集
团的党委领导，并提议能否想点办
法，给员工遮风避雨。随后才有了
海航领导班子在室外体验一线员
工“等车之苦”这一幕。

据了解，当天深夜，北京气温
接近0摄氏度。企业领导亲临一线
实地体会一线员工的工作环境，有

助于在后续决策中更好地体会员
工心声、解决员工的难处。不过，
在部分网友看来，企业领导倘若有
心了解员工的真实工作环境，根本
不必如此“大动干戈”。只要看看
近期的天气预报，调研下员工反映
的情况，不难做出及时给员工换装
御寒的决策，从这个角度上看，此

事暴露出的其实是更深层次的问
题。

一个简单的换装问题，却需要
企业领导兜这么大圈子亲临体验、
现场解决，折射出企业运营管理效
率方面的不足。对此，企业要反思
的是如何改进意见反馈渠道，及时
听取员工的心声和建议，健全企业
内部的调研议事和决策实施机制，
从而更好地保障员工权益，让企业
文化更加人性体贴、企业运行更加
顺畅高效。

报道中有个耐人寻味的细节，
游客向海航党委反映此事后，海航
集团党委在工作检查中发现海航
系其它航司乘务员已陆续更换冬
装，但海航控股面对今年入秋换季
后气温下降早的事实，却没有及时
应对，既没有通知乘务员换装，也
没有其他支持保障，这才导致了令
人遗憾的结果。从这个角度上看，
海航控股的领导确实应该“罚一罚
站”。10月 19日，海航控股就乘务
员冬装配备进度作出回应：正在进
行冬装员工意见调研，过渡期建议
乘务员自带衣物。

企业领导经常到基层走访调
研，有助于体察员工心声，如果领
导脱离基层和一线，不仅难以充分
掌握企业运转状况，更可能使企业
陷入人浮于事、梗阻重重的管理困
境。不过，企业的运转又是个复杂
工程，不可能事事都由顶层领导亲

力亲为。领导想要呵护基层员工，
既需要在平常多加了解，也需要在
制度层面上把对员工的关切落到
实处。

近期，不少地方刚刚入秋，就
迎来了一波断崖式降温，北方多地
面临历史同期最低气温。中国气
象局气象分析师胡啸在新闻中指
出：此轮冷空气具有时间早、强度
强、范围广的特点，今年可能是一
个“拉尼娜”年，因此大概率冬季冷
空气的活动相对会比较频繁。

冷空气的到来，往往会影响户
外工作者的正常工作，导致活动不
便。面对换季可能提前的征兆，不
光是航空服务业，各行各业都应提
前准备，保证工作人员能在工作中
正常保暖，同时降低冷空气意外侵
袭可能给外出办事群众带来的不
利影响。

比如近期就有不少北京市民
反映地铁车厢太冷的问题，沈阳市
社保局在发生阻拦群众进屋避寒
事件后，也迅速责令整改，延长工
作时间，更好地服务接待提前到达
的办事群众。对环卫保洁、执勤民
警等需要长期暴露在冷空气中的
工作人员，主管单位不能因循守
旧，要及时调整工作规定，适时缩
短户外工作时长、增添防护装备；
公共服务提供者也要关注到外界
温度的变化，做到审时度势、因时
而变，让公共服务“暖身更暖心”。

空乘穿裙子的冷，领导只有“罚站”才能体会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