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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自动续费再调查：“开通一时爽，续费套路深”

“自动续费”暗坑

“取消”很烧脑

京东物流吃下德邦 快运市场布局再下一城

失速的德邦

为什么在相关规定明确出台之

后，APP“自动续费”仍诸多暗坑？

全联并购公会信用管理委员会

专家安光勇认为，疫情后部分公司

的经营压力增加，也是导致一些大

平台打擦边球的原因。

“一般用户往往处于非常不利

的地位，只能单打独斗。但所要面

对的可能是用各种法律知识武装的

专业团队。靠个人的法律知识，以

及有限的时间和精力，很难应对。”

安光勇认为。

“即便其中有专业法律知识的

专家，也不会因小钱而浪费大量精

力去跟打擦边球的机构打官司。单

靠消费者个人的努力很难维护自身

权益。更需要与监管机构、媒体和

舆论等综合手段，共同应对这些问

题。比如加强消费者投诉、建议渠

道，提高监管机构的效率和监管力

度。”安光勇建议。

“监管层可以通过便利消费者

维权的角度，要求提供自动续费功

能的互联网企业同时向消费者提供

更便捷的异议、退费渠道，最大限度

平衡企业经营和消费者保护间的利

益平衡。”夏海龙律师建议。

在他看来，自动续费功能往

往以更低的首月价格作为噱头，

因此消费者在购买前务必认真阅

读用户协议、比对价格、按需理性

消费。

“消费者权益受到了侵害，可以

依据消费者权益相关法律进行起

诉，向网络交易经营者等索赔损失

并追偿。”独立经济学家、财经评论

员王赤坤认为，“但从法律层面看，

法律历来走在市场后面，目前针对

互联网管理的法律还不够健全。从

监管层面看，同样滞后于市场，政府

执法也面临着无法可依的情形，对

有些行为只能采取临时监管措施，

无法建立长效机制。伴随法律逐步

完善，政府有法可依，监管执法就能

更加到位。”

本报记者 李立 上海报道

数字生活服务类的投诉愈发成

为近年来各方关注的重点。中消协

“3·15”调查显示，线上消费信任度

明显低于线下，服务大类投诉中，互

联网服务投诉量高达102674件，投

诉比重为9.83％，排名第二。

其中，APP 自动续费的问题则

备受诟病，自2021年9月以来，多款

APP的自动续费取消难的问题就被

《人民日报》等媒体曝光，工信部等

部门也予以通报，要求整改。

根据2021年5月1日起正式实

施的《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相

关规定对网络交易的自动展期、自

动续费等服务都进行了明确规定，

网络交易经营者采取自动展期、自

动续费等方式提供服务的，应当在

消费者接受服务前和自动展期、自

动续费等日期前五日，以显著方式

提请消费者注意，由消费者自主选

择；在服务期间内，应当为消费者提

供显著、简便的随时取消或者变更

的选项，并不得收取不合理费用。

而《中国经营报》记者在近半年

后，再次对与线上消费密切相关的

十余款APP进行了体验式调查，发

现部分 APP 仍存在不同程度的打

“擦边球”现象。

记者调查发现，在如何选择

“开通会员”上，选项的排序很有讲

究。多数 APP 都将连续包月、包

季、包年以优惠价格优先排列，无

需自动续费的会员则放到最后，需

要仔细滑动手机屏幕才能发现。

作为一款社交交友软件，“探探”

没有给用户“单月付费”的选择权。

默认连续包年/季/月的套餐方式，有

且仅有这三种选择。开通过程非常

简单，点击开通按钮后直接跳转支付

页面，且协议为免密支付。

记者也付费体验了正在冲击

“运动科技第一股”的 Keep。Keep

连续包月首月优惠9元，“连续包月

套餐”排在最前面，月卡会员排列

在最后。

记者查阅了2022年3月以来，

黑猫投诉上关于 Keep 的投诉。超

过10条投诉提到开通“连续包月首

月优惠”后，扣款时并未及时提醒

用户，导致连续多月在不知情的情

况下被自动扣费。

类似“默认”情况也发生在对

付费用户重度依赖的视频网站

上。2021 年 11 月下旬，针对 APP

会员的“自动续费”问题，浙江省消

保委曾约谈了腾讯、爱奇艺等7家

视频网站督促整改，各家均表示积

极整改。

不过付费用户“国画”（化名）

告诉记者，“曾经在早晨六点被腾

讯视频扣费消息惊醒，才想起来没

有取消自动续费。”

记者调查发现，所测软件大多

会用“首月优惠”或连续优惠作为

开通自动续费的诱惑条件，且会把

此类服务放在比较靠前的位置；在

测试的各个软件中，饿了么、知乎

有默认到期扣费短信提醒服务，百

度网盘需要手动设置，探探有该项

条款，但是在 APP 内通过“探探小

助手”通知用户，而非短信通知。

上海申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夏海

龙认为，变相强制消费者订阅自动

续费服务的行为属于利用格式条款

侵害消费者知情权、自主选择权和

公平交易权的行为，违反了《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的规定。

“很多用户开通会员时都是‘激

情开通’，为了马上看一部剧或者时

间诉求比较急迫，事后往往都忘记

关闭自动续费，导致持续被扣款。”

国画告诉记者。

“还有一层原因是关闭取消付

费困难，关闭入口不容易找。”某办

公软件付费用户张玫（化名）就掉到

过这样的坑里，“APP内会用一些限

免功能作诱饵，一不小心同意使用，

就会进入快速付费通道。平台会规

定一个限免的时间段，超过时间没

有取消就视为自动续费。”张玫告诉

记者，“关闭自动取消是需要专门花

一段时间来找的，有用户暂时找不

到就放弃了。”

为了帮助网友完成“烧脑的取

消”，网上甚至有专门的取消攻

略。取消一般有两种途径：针对苹

果 用 户 ，需 在 手 机 设 置 中 找 到

iTunes Store 与 App Store- Apple

ID，查看 Apple ID 中的订阅，取消

订阅；针对通过第三方支付渠道扣

款的用户，则在微信或支付宝的支

付设置中，解约该APP的自动扣款

或免密支付。

张玫告诉记者，因为默认同意

了限免功能被视为同意付费，被通

知在某个时间点之后即开始自动扣

除258元的年费，张玫被“被惊出一

身冷汗”，却在 APP 内怎么也没找

到取消入口。最终还是通过网上攻

略，从手机设置端里进行了取消。

针对此前网友国画提到的被

“突然扣费”，记者也分别查阅了部

分长视频平台APP的《会员服务协

议》的相关条款，其中虽然对自动续

费的取消方式进行了详细描述，但

未提及“自动续费到期前 5 日提醒

消费者”。

消费者仍弱势

多位物流行业的专家表

示，物流行业正在进入整合

期。2021年顺丰控股完成收购

嘉里物流51.5%的股权，极兔快

递以68亿元的价格收购百世快

递100%股权，京东物流在此次

收购德邦之前，也已经入手跨

越速运、达达集团等多家物流

公司。

此次京东物流收购德邦，

则是京东物流在快运市场的

一个重要落子。据介绍，德邦

由快运业务发家，目前已成为

覆盖快递、快运、仓储 与供应

链、跨境等多元业务的第三方

综合性物流供应商。

截至 2021 年第二季度，德

邦股份拥有末端网点30486个,

乡镇覆盖率 94.8%；各种用工模

式快递员 6.37 万个；共有分拨

中心 143 个，分拨中心总面积

181 万平台米；设计有 2057 条

干线线路，自有车辆15524辆，

自有运力占比 55.7%；拥有 140

个仓库，总面积达 101 万平方

米。另外，2016 年上线的德邦

快递跨境业务已经覆盖60多个

国家和地区。

京东物流在公告中表示，

德邦拥有完善的物流基础设

施、客户群、网络和系统，收

购可以让京东物流快速获取

一张覆盖全国的物流网络，

同时可以共享网络资源，提

升规模经济效应，优化成本

结构。

京东物流其实已经建立了

包含仓储网络、综合运输网

络、最后一公里配送网络、大

件网络、冷链物流网络和跨境

物流网络在内的高度协同的

六大网络。财报 显 示 ，截 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京东物流

经营超过 1300 个仓库、7200

个配送站，并有超过 20 万名

自营配送人员。

“从多年的发展来看，快递

快运业务是京东物流高效触达

客户的重要方式，可以有效帮

助其快速扩大客户群，并进一

步渗透到一体化供应链物流服

务，同时可以有效促进仓网规

划、供应链技术研发与应用更

为灵活、科学，提升综合运营效

率，降低成本。”物流行业专家

杨达卿表示，“合作后，德邦物

流的业务优势将为京东物流注

入更为丰富的资源和渠道，推

动京东物流步入快递快运业务

发展的快车道，同时进一步提

升一体化供应链效能。”

赵小敏对记者表示：“京东

物流此前收购的跨越速运也有

可能装入德邦股份，形成共振，

弥补德邦在消费端及空运资源

上的短板。”但赵小敏也同时

指出：“京东物流想要做好大物

流市场，还需要对外展现更全

面的竞争力，在有些领域京东

物流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包

括关键的航空机队、消费端的

市场规模、冷链业务、国际物

流、冷链和医药、快运业务、农

村市场等方面。”

以航空机队为例，截至 2

月21日，顺丰的货机总量达到

69 架。2021 年末，余睿曾表

示，京东物流正在准备成立自

己的航空货运公司，到 2030

年，计划机队将不少于 100 架

飞机。但目前京东自有货运飞

机尚未露面。

本报记者 李静 北京报道

传闻多日，靴子终于落地。

3月11日盘后，德邦物流股份

有限公司（德邦股份，603056.SH）宣

布，德邦控股将被京东物流（02618.

HK）收购。3 月 13 日，京东物流发

布公告，将以89.76亿元收购德邦控

股99.99%股份（德邦控股持有德邦

股份66.49%股份）。双方将在快递

快运、跨境、仓储与供应链等领域展

开深度战略合作。

公告显示，京东物流通过收购

德邦控股，从而间接持有德邦股份

66.49%股份后，将触发全面要约收

购义务。为提高京东集团对下属物

流业务板块的整合效率，该要约收

购以终止德邦股份的上市地位为目

的。不过，京东物流CEO余睿在内

部管理会上表示，德邦品牌依然会

保留，德邦作为A股上市公司依然

会保持独立运营。另外，德邦创始

人崔维星将继续管理公司。

不过，本次交易尚需向国家市

场监督管理总局反垄断局进行经营

者集中申报并取得批准。此外，本

次交易还需要经京东物流股东大会

及京东卓风唯一股东京东物流供应

链有限公司的审议批准。

《中国经营报》记者翻阅公告发

现，2021财年德邦控股收入环比有较

大提升，但税前和税后利润却出现环

比大幅下滑。另外，根据德邦股份财

报披露，德邦股份预计2021年扣非

净利润为-2.73亿至-1.6亿元，同比

减 少 176.04% 至 229.56% ，由 盈 转

亏。这也是德邦股份首次出现年度

扣非亏损。京东物流此时收购德邦

是否是一笔划算的生意？收购之后

的德邦又会走向何方？

从发展历史来看，德邦创立的

时间要比京东物流早十年。1996

年德邦物流成立，京东则是从2007

年开始建设自有物流体系，直到

2017 年京东物流才正式品牌化运

营。但素有“零担之王”美称的德

邦，为何栖身京东物流旗下？要知

道德邦股份市值一度高达300多亿

元，而此次京东物流收购德邦的总

价则不到130亿元。

德邦股份尚未披露 2021 年度

财报，根据京东物流收购文件中的

披露信息，德邦控股2021财年收入

环比有较大提升，但税前和税后利

润却出现环比大幅下滑。德邦控股

2021财年收入314.03亿元，较2020

财年的 275.21 亿元增长 14.10%；除

税前盈利6221万元，较2020财年的

6.93 亿元下滑了 91.02%；除税后盈

利3107万元，较2020财年的5.18亿

元下滑了94.00%。

另外，德邦股份在 2022 年 1 月

披露的 2021 年度业绩预减公告显

示，预计2021年归属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减少为 0.73 亿元至 1.86

亿元，较上年度的5.64亿元同比减

少 67.00%到 87.00%；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为-2.73亿至-1.6亿元，上年同期

为 2.11 亿元，同比减少 176.04%至

229.56%，由盈利转为亏损。这也是

德邦股份首次出现年度净利润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亏损。

德邦股份称，2021年度业绩预

减主要受外部环境及内部经营策略

调整影响。外部环境包括宏观环境

整体景气度有所下降以及大件运输

领域竞争加剧使得公司收入增速放

缓以及油价高位影响。内部因素则

主要是公司基于长期布局持续加大

资源投入，成本、费用阶段性承压。

在贯铄资本CEO、快递物流专

家赵小敏看来，德邦的业绩下滑更

多是因为内部战略的原因。“德邦宣

布从快运转向快递实则是一次仓促

的转型，从快运转向快递本来是想

做加法，但是实际情况却是做了减

法。”赵小敏说道。

德邦自2015年提交IPO申请，

中间几度中止审查，直到 2018 年 1

月，德邦股份才在上交所挂牌上市。

从业务上来看，德邦物流以快运发

家，尤其以零担快运著称，在市场上

享有“零担之王”的美称。2013年11

月德邦物流开始战略布局快递业务，

但从收入构成来看，快运业务一直是

德邦收入中占比最大的业务。

2017年德邦股份总营收203.50

亿元，快运业务收入129.93亿元，占

总营收的 64.85%；快递业务收入

69.28亿元，占总营收的34.04%。从

毛利率的角度来看，快运业务毛利

率达到17.64%，营收增速仅2.93%；

快递业务毛利率为 5.45%，营收增

速为69.14%。

快运增速缓慢，希望获得更高

营收的德邦在 2018 年 7 月战略转

型，宣布品牌名称由德邦物流更改

为“德邦快递”，全面发力大件快递

业务，并推出大件快递产品。

2018年开始，受公司战略调整

影响，德邦股份快运业务的营收和

占比均出现下滑。2018 年、2019

年、2020 年和 2021 年前三季度，快

运业务收入分别为 112.06 亿元、

107.46 亿元、100.48 亿元和79.48 亿

元；占总收入的比重分别为48.67%、

41.46%、36.54%和35.23%。

与此同时，德邦快递业务的营

收保持着一定增长，不过增速环比

也在下滑。2018年、2019年和2020

年快递业务收入分别为 113.97 亿

元、146.46亿元和166.62亿元；营收

增 速 分 别 为 64.50% 、28.69% 和

13.60%。

在战略调整之下，德邦股份的

总营收虽然有所增长，利润情况却

不容乐观，尤其是2021年的利润情

况。2017年、2018年、2019年、2020

年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和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5.37亿和3.14

亿元、7.00亿元和4.56亿元、3.24亿

元和3677万元、5.64亿元和2.11亿

元（2020 年受疫情影响，国家出台

了社保费减免、路桥费免收、增值税

免征等疫情优惠政策，有效缓解了

疫情带来的成本压力）。2021年前

三季度，这两组数据分别为2788万

元和-2.46亿元。

德邦股份曾在财报中披露，公

司为提升战略业务大件快递的核心

竞争力，在运输、分拣、末端派送等

环节加大资源投入，故营运成本增

幅大于营业收入增幅，导致公司净

利润及利润率下滑。

在赵小敏看来，对德邦而言，快

运和快递两大业务是“鱼与熊掌”的

关系。“想要兼得，但最终的结果不

仅是快递业务缓慢前行，快运业务

也持续下降。”

对新的东家京东物流而言，从

资本上收购德邦并不难，收购之后

的业务融合，才是摆在京东面前真

正的难题。

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网络

零售部主任、高级分析师莫岱青认

为：“目前京东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物

流体系，各项业务运作已经相对成

熟。德邦被收购以后，还需要时间

进行磨合。期间的摩擦、碰撞、差异

等都会出现，如能深入融合，能够取

得更好的发展，反之被边缘化也是

有可能的。”

进击的京东物流

而随着市场需求的火

爆，2022 年也再度成为产业

预估的代工增长大年。

SIA 在最近的报告中预

测，晶圆代工厂新增的产能

最快也只有少部分会在今年

下半年出现，多数芯片设计

厂今年取得的晶圆代工产能

增加有限，预计今年晶圆代

工产能仍将维持供不应求的

紧张态势。

而中国市场显然将会

成为新一波增长潮的主要

受益者。中信证券研究员徐

涛认为，从景气度方面观察，

2022年芯片产能供给仍然非

常紧张。据其指出，中芯国

际和华虹集团以国内芯片设

计客户为主，而晶圆厂平均

每年 20%左右产能增幅跟不

上国内芯片设计公司需求增

长。在此背景下，行业高景

气度在 2022 年大概率将会

延续，同时两家公司均有扩

产计划，平均销售价格亦有

望上行。

对此，业内也有不同声

音。季维表示，产能的短缺

一定会迎来拐点，但在何时

目前业内尚无共识。鉴于市

场已经经历连续两年的芯片

荒，全球各大晶圆代工厂宣

布扩建的产能将陆续在2022

年释放，但这种短期内的供

给大潮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削

弱价格。

而IC Insights指出，预计

到2026年，大陆在纯代工市

场的总份额仍将保持相对

平稳，原因在于尽管大陆代

工厂计划投资未来五年的

半导体市场基础设施，但其

代工业务难以取得领先的

竞争优势，尤其是考虑到中

芯国际受到禁令影响，而且

美国、欧盟及日本也正在纷

纷加大投入，发展本土晶圆

制造产业，因此仍应保持理

性预期。

2022仍是增长大年

即便其中有专业法律知识的专家，也不会因小钱而浪费大量精力去跟打擦边球的机构打官司。

APP内会用一些限免功能作诱饵，一不小心同意使用，就会进入快速付费通道。

2021年11月下旬，针对APP会员的“自动续费”问题，浙江省消保委曾约谈了腾讯、爱奇艺等7家视频网站。

《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

法》规定，自动展期、自

动续费应由消费者自

主选择，网络服务商应

当为消费者提供显著、

简便的随时取消或者

变更的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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