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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3点还在充值 一个月消费数千元

“电子瓜子”如何让爸妈“嗑”上瘾

老人刷短剧“停不下来”
凌晨3点还在充值

赵女士向记者介绍，其母亲杜女士
（化姓）今年60岁，平时会出去打麻将，
或跟着女儿旅游。随着天气渐热，杜女
士不再出门玩，会在家里逗逗猫。赵女
士知道母亲会刷短视频打发时间，猜测
她是偶然刷到了平台推送的短剧，随后
开始在小程序上追剧。

根据赵女士出示的支付记录截图，
今年6月，杜女士通过微信支付花费了
6992.7元。6月27日是杜女士看剧最
投入的一天。

当天凌晨1点25分，她向“××热
门视频”支付了49.9元，随后每隔约10
分钟就支付一次；

凌晨2点半，她最后一次向“××
热门视频”支付；

凌晨3点多，她又两次向“××科
技”分别支付39.9元；

早晨 9 点半，她又开始充值，向
“××剧场”支付了49.9元。

这一天下来，杜女士总共为追短剧
花费548.8元。

“在某些影视平台上充一年的会员
也只要两百多元，看一个短剧就花费这
么多，太不合理了。”赵女士告诉记者，
她和母亲交流后，母亲得知原来还有免
费或更优惠的渠道看剧，告诉女儿自己
再也不会看付费短剧了，以后只看免费
的剧。

无独有偶，江苏的王女士（化姓）也
有着类似的经历，她61岁的父亲王先
生为追短剧花了不少钱。

王女士说，2023年底，其父亲发现
账户里多了一大笔支出，而且“不知道
花到哪里去了”。王女士看了父亲的手
机，发现他的大笔支出是给短剧充了
值。父亲向她解释，一开始只需要充1

分钱，后来不知为何竟花了
那么多钱。王女士向平台投诉
想追回费用，只退回了几十元。

四川消费者李女士也会在空闲时
间看短剧，她告诉记者，有的短剧会用

“充值免广告”的方式促使观众付费。
广告时长约1分钟，和一集短剧的时长
差不多。李女士说，她一开始会看广
告，后面等烦了，“广告时间比剧还长”，
觉得一集的钱也不贵，还是充了值。

“解气爽剧”关键处暂停
观众忍不住掏腰包

杜女士的观看记录显示，她追过
的短剧有“总裁夫人带崽……”“萌宝
来袭……”“大小姐在娱乐圈……”等。
记者打开其中一部剧，一串红色大字占
据了屏幕的一半：“商业大佬在董事会
上痛哭流涕，只因……”剧情在一串响
亮的耳光声和一句斥责声后戛然而止，
随后弹出按钮：“解锁当前剧集。”

记者点击解锁图标，跳转到充值界
面，可以选择花费“12钻”解锁一集，或
购买“44钻”“561钻”等价位的套餐，一
次性买得越多，每集越优惠。记者点击

“解锁本集12钻”，页面跳转到钻石充
值页面，人民币2元可兑换“12钻”。

记者注意到，这些短剧都有相似的
套路：在剧情关键处戛然而止，留下悬
念，观众只有充值才能知道接下来会发
生什么。

在福建某高校读大二的小周告诉
记者，从大一下学期到大二下学期，她
为追短剧花费了500余元。“在看短剧
的时候不用思考，只觉得很爽。”

而此类“狗血土味爽剧”，并非只受
年轻人青睐。78岁的湖南消费者谢女
士告诉记者，原先她爱看电视剧，后来
家里的电视让给了孙子看，她就会在有

空的时候刷短剧，“小品、情感、历史、喜
剧、偶像剧等等，都爱看”。

四川消费者杨女士今年67岁，她
说，在自己刷剧入迷的时候，会忽略老
伴催促端菜的声音。杨女士告诉记者，
那些剧让她觉得很“解气”，还会在播广
告的时间写下评论：“把那个负心汉揍
一顿就好了，女生不能这么傻。”

杨女士说，她20岁时结婚，婚后家
务几乎都是她承担，这让她感到疲倦。
当看到短剧女主“逆袭”时，自己也会有
一种“取得成功”的错觉。

短剧的评论区里，网友们打出一串
“玫瑰”和“爱心”表情。有留言写道“好
看，下一集”，点进留言的账号，主页上
的视频里，一头白发的“叔叔”“阿姨”分
享着自己的日常。

微短剧行业再出新规
实行分类分层审核

霸总娇妻、穿越复仇、赘婿逆袭、豪
门恩怨……近年来，单集时长从几十秒
到15分钟左右的微短剧，俘获了一大
批用户。碎片化的时间里，许多人都会
点开微短剧刷个不停。在管理学和心
理学中的概念中有一种“嗑瓜子效应”，
即人们在做简单重复且立即可以获得
满足感的事情时难以自控、容易上瘾，
而微短剧便被称为当代网友的“电子瓜
子”。

通过用户观看习惯，借助强大算
法，平台总能准确刻画出屏幕前的

“你”，投你所好进行投放。与“信息茧
房”类似，这种“短剧茧房”用户一旦上
瘾更难挣脱。极为“懂你”的微短剧总
会在每集结束前留下反转，让人“根本
停不下来”。微短剧中由于制作时间和
成本限制，传统的叙事手法被摒弃，破
题、纠葛和结局等情节全部被压缩，开
篇就以矛盾冲突最激烈的高潮，抓住观
众的眼球，两性、地域、贫富……都可以

拿来大做文章。
相关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网络

微短剧市场规模为3.68亿元，2023年
该市场规模已达 373.9 亿元，增长了
100倍。业内分析师认为，中国网络微
短剧市场目前正处于爆发式增长阶段，
其中也存在因过快发展而带来的“后遗
症”。

老年人追短剧花费成千上万元，子
女发现后是否可以要求平台退款？

陕西恒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赵良善
认为，老年人属于特殊群体，在网络付
费方面，理应受到法律特殊保护。若收
费的形式为自动扣费，应当有单独的提
示，而且一定要醒目，否则违反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第26条规定。

赵良善指出，假若平台未尽到在显
著位置醒目提示的义务，或者该自动
扣费服务条款被认定为霸王条款，那
么自动扣费服务将被定性为无效，老
人可基于以上两点理由要求平台退
费。赵良善提醒，消费者在点击提示
窗口时也要审慎，熟稔合同内容，对存
疑的条款要按下暂停键，切不可盲目地
点击选项。

今年1月，中国消费者协会等机构
共同发布的《2023年四季度消费维权
舆情热点》提及，短视频平台微短剧诱
导付费，不少中老年消费者遭遇侵权。

随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布《关于
微短剧备案最新工作提示》，要求自
2024年6月1日起，微短剧需按投资额
分类分层审核，未经备案的作品不得上
网传播。

此次新规落地，在全国多个省市，
针对微短剧的“网络视听节目备案系
统”已经投入使用。一度被认为是“造
富神话”的短剧行业，已经过了“草莽时
代”，在更规范的监管下，行业将迎来整
合期。

综合《成都商报》《广州日报》《每日
经济新闻》《北京日报》报道

近日，安徽的赵女士（化姓）无意中发现，
自己60岁的母亲今年6月份的微信支付账单
高达近7000元。付款记录显示，单次支付金
额为数十元，支付间隔约十几分钟，收款方大
都为“××视频”“××剧场”“××网络”等。
沟通后赵女士得知，母亲是在充值看短剧。
一个月内为短剧花费那么多钱，赵女士觉得
太贵、不合理。

在管理学和心理学中的概念中有
一种“嗑瓜子效应”，即人们在做简
单重复且立即可以获得满足感
的事情时难以自控、容易上
瘾，而微短剧便被称为当代
网友的“电子瓜子”。

杜女士6月的部分支付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