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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冗长、晦涩的用户协议条
款，不利于老人了解核心信息，涉
嫌侵犯老人的知情权甚至选择
权。”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音江说，平
台应该将与老年群体等用户有重
要利害关系的信息突出。

陈音江提到，《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经营者在
经营活动中使用格式条款的，应
当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商
品或者服务的数量和质量、价款
或者费用、履行期限和方式、安全
注意事项和风险警示、售后服务、
民事责任等与消费者有重大利害
关系的内容，并按照消费者的要
求予以说明。“比如账号或信息丢
失的风险这种内容应该重点突
出，而平台业务推广性的内容应
该放后面，或者放在不显眼位
置。”他说。

记者也在调查中发现，有的

App尽管在协议正文中对部分
内容作了字体加粗的处理，但仍
旧让人难以辨析重点，并未做到
将“与消费者有重大利害关系的
内容”显著提醒。

在DCCI互联网研究院院长
刘兴亮看来，用户协议冗长已经
成为不少App开发者的通病。

“建议平台都要通俗易懂，学习长
话短说，连论文都有论文摘要和
梗概，服务用户的应用协议里怎
么能没有？”

而对于协议中隐藏“全球范
围内”“永久使用”这种过度索取
用户信息和权益的行为，刘兴亮
认为，随着个人信息安全保护法
等法律出台，这些行为已经与现
有法律相违背。“互联网公司不能
抱着‘民不举，官不究’的侥幸心
理，一定要作出改变，把知情权、
选择权还给用户。”

（北京晚报）

手机应用程序用户协议堪比专业论文

“稀里糊涂”的各种协议
让老人犯难

如今，手机App（应用程序）覆盖老人的不少生活场景。有调查显
示，60岁以上受访者中，近八成平均每天使用手机App超过3小时。
使用App时确认其用户协议是安装的第一步，正是这一步让老人们犯
了难。动辄万字的用户协议，晦涩难懂不说，还藏着不少套路。

“稀里糊涂就点了同意，到底同意
了啥内容？不清楚。”唐大爷今年73岁，
每天都会点开今日头条浏览花卉园艺
信息，提及曾勾选同意的用户协议具体
约定了什么，老人家一头雾水。“协议里
的小字密密麻麻，读起来太费劲。”

字体太小是很多老年人对App用
户协议的普遍印象。记者下载了十多
款电商、短视频、资讯、社交等常用
App，其用户协议均无法调整至大字
体。一些专为老人设计的适老版App，
如百度关怀版、腾讯新闻关怀版、UC大
字版、微博大字版等应用，虽然页面上
已默认为大字体，但用户协议依然是小
字。记者尝试将手机设置中的字体调
整为大字体，用户协议的字体仍然没有
变化。

字小之外，协议内容冗长晦涩也给
老年人了解用户协议内容带来阻碍。
记者体验的十多款App，协议内容均超
过万字，普遍存在长难句多、专业术语
多、夹杂英文等情况。

以微博大字版为例。记者下载该
App后，统计了《微博服务使用协议》
和《个人信息保护政策》的内容，字数总
和超过1.6万字，篇幅约等于半篇硕士
毕业论文，通读一遍大概需要20分钟
左 右 。 同 时 ，协 议 中 不 时 会 出 现

“cookie（储存在用户本地终端上的数
据）”“Robots协议（爬虫协议）”等英文
单词，长难句也很多，频繁使用顿号和
分号串联，有的条款一句话长达 160
字。

“上述微博产品是指微博运营方、
微博运营方关联公司，或其授权主体等
通过微博平台为用户提供的包括但不
限于信息发布分享、关系链拓展、便捷
辅助工具、平台应用程序……这么一长
段，究竟谁是关联公司，谁是授权主
体？”“90后”的小赵看完微博大字版协
议后就感叹，一通弯弯绕绕的解释读下
来，就连熟悉新技术的年轻人都要挠头
思索半天，更别说老年人，“真的，比读
论文都费劲！”

既然老年人看不懂用户协议，能不
能不勾选同意项呢？2021年5月1日起
施行的《常见类型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
必要个人信息范围规定》中明确，移动
互联网应用程序（App）不得因为用户不
同意提供非必要个人信息，而拒绝用户
使用其基本功能服务。然而，记者调查
发现，大部分App的实际情况是用户必
须同意，否则不允许使用。

“请您先同意相关协议和隐私政
策再继续使用。若您不同意本隐私政
策，很遗憾我们将无法为您提供服
务。”当记者不同意UC大字版的用户
协议时，面临的只有“退出应用”这一
个选项。根据《常见类型移动互联网
应用程序必要个人信息范围规定》中
关于新闻资讯类App的界定，基本功
能服务为“新闻资讯的浏览、搜索”，用
户本来无须提供个人信息就可以使用
基本功能服务。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百度关怀版、
微博大字版等几款App中，若记者不同
意用户协议，就只能被迫退出。

在体验中，记者也发现，腾讯新闻
关怀版、今日头条等几款App，在选择
不同意用户协议及隐私政策后，开发者

仍允许用户进入基本功能模式。只是，
在基本功能模式下，不少功能被“阉
割”。

记者打开腾讯新闻关怀版App，在
弹出的“用户服务协议及隐私政策提
示”中点击取消按钮，随后在弹出的“温
馨提示”中点击使用基本服务，反复三
次确认开启基本功能模式后，才顺利进
入基本功能模式。记者随机打开一则
新闻，发现只能阅读，看不见网友评论，
也不能点赞收藏。对比正常功能页面，
基本功能模式下少了看视频、登录、互
动交流等功能。

今日头条 App 也存在类似的情
况。在基本功能模式下，用户无法收
藏、评论、点赞。对于已经选择进入基
本模式的用户，开发者也不死心。在记
者体验多款App的基本模式时，手机均
自动弹出引导同意的提醒，不断“催促”
用户关闭基本模式，同意协议转为普通
版。例如，记者在体验快手极速版时，
点击不同意协议会自动进入访客模式，
当记者想要进行收藏、看评论、点赞、分
享等操作时，快手都会弹出提示，并将

“关闭”访客模式的选项加红，提醒记者
点击。

用户协议为什么不能长话短
说？不用清晰简明的方式标注，
却频频引导用户同意，这些协议
背后到底有何深意？

记者在耐心通读多个App
的用户协议内容后发现，隐藏在
冗长文字背后的是App开发者
对用户信息毫无边界的使用许
可。“独家”“全球范围内”“免费许
可”“永久性的”“不可撤销的”“无
需向用户支付任何费用”“使用范
围包括但不限于”……诸如此类
的字眼，在酷狗大字版、UC大字
版、百度关怀版、抖音、百度地图
关怀版等多款App的用户协议
中多次出现。不合理的要求在经
过专业术语包装之后隐藏于大段
条款中，为软件肆意损害用户权
利埋下隐患。

例如，多款App提出，平台
可以无需通知用户，修改相关协
议。某中老年用户线上学习平台
App的用户协议中就有如下文
字：“公司保留随时修改、中断或
终止无偿提供的服务且无需通知
用户的权利，并且不承担任何责
任。”百度关怀版的用户协议中也

提到：“本协议一经公布即生效，
百度公司有权随时对协议内容进
行修改。如果您继续使用‘百度
关怀版’移动应用，则视为您接受
百度公司对本协议相关条款所做
的修改。”

“用户上传的内容，平台可以
无限制使用并因此获利。同意了
一次，就等于次次都同意，这也太
无理了。”市民郭先生对此感到不
公。

除了向用户索权，协议中不
少内容也存在“推卸责任”之嫌。
抖音App在用户协议中第12条
第2款就写明：“如有涉嫌借款、
投融资、理财或其他涉及财产的
网络信息、账户密码、广告或推广
等信息的，请您谨慎对待并自行
进行判断，对您因此遭受的利润、
商业信誉、资料损失或其他有形
或无形损失，公司不承担任何直
接、间接、附带、特别、衍生性或惩
罚性的赔偿责任。”一位用户发出
疑问，如今不少欺诈广告都包装
得很花哨，不是所有老人都能一
眼辨明。若老人被骗，平台真的
就一点责任没有？

内容冗长
万字协议堪比硕士论文

强制同意
不同意亮出隐私只能“退出”

过度索权
一次授权却被“永久免费”

专家热评
用户协议得通俗易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