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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会员种类名目繁多，且分不同级别，所

对应的服务内容也各不相同。以某视频 App

为例，进入手机客户端会员充值页面，显示

有黄金 VIP、白金 VIP、星钻 VIP 三种不同的

会员资质，每种 VIP 付费项目又分为连续包

年、连续包季、连续包月等多个选项。细看

每种会员的服务项目又各有区别，有享有跳

过广告、看院线新片和独家综艺等8个特权，

也有手机、平板、电视、车载等7端通用权限。

为何会出现如此复杂的智能电视会员体

系？据相关规定，互联网电视暂时不能开放

电视频道直播，想看卫视频道节目必须购买

机顶盒，且付有线电视费用，如果只想看网

络平台的内容，就要面临复杂的互联网视频

资源付费会员系统。通常情况下，手机端付

费的会员影视资源属于公共互联网，必须先

接入国家批准的内容服务平台才能接入电视，

如此便产生了大小屏幕终端会员不通，无法

直接投屏的情况。

记者走访发现，由于智能电视系统里各

模块资源相互独立，消费者很难分清充值的

费用能看什么内容，导致每一个新视频资源

都要重新付费，进而掉入“套娃式消费”怪

圈。此外，由于很多视频平台资源不能共享，

即便已经在手机端充值了会员，想要在电视

上登录观看，就会被限制使用投屏等功能，

如果想要解除限制，则需要重新购买更贵的

增值会员服务。

此外，记者走访昆明多家智能电视销售

商发现，不少电视生产商都与腾讯、爱奇艺、

优酷等不同的互联网内容生产商有合作，合

作对象不同视频资源也不同。而按相关规定，

互联网内容制作方要想在电视端推出相关内

容，必须与国家批准的内容服务平台合

作，如爱奇艺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合

作，推出了能在电视上安装的银河奇异

果 App。通常情况下，一个电视品牌会

和多家互联网内容生产商合作，视频资

源多样且付费规则复杂，容易给消费者

带来电视点播视频资源“套娃式收费”

的体验。

 

  谨慎消费避免被“套路”

面对杂乱无序的电视 App 经营现

状，云南省消费者协会秘书长冯俊龙表

示：“经营者应充分尊重消费者的知情

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不得利用不

明确的宣传信息对消费者付费行为进行

误导。经营者应秉持为消费者提供优质

服务的初衷，而不是一味地追求利润。”

那么，如此“套娃式收费”行为违

法吗？北京云嘉律师事务所律师赵占领

表示，如果影视平台对于会员或者其他

收费服务的使用范围存在虚假宣传，则

构成欺诈，消费者可以要求退一赔三。

如果不存在不实宣传，则不违法。

面对眼花缭乱的会员消费，冯俊龙

建议，消费者在选择会员服务时，要注

意会员的具体权益范围，对于模糊表述

要与商家确认，并留存证据，在自身权

益受到侵害时，及时向相关行政主管部

门或消协组织投诉，依法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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