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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前点播正在滑向“朝钱”点播。如果放任不管，难保平台今后不会变

着花样继续缩水。互联网企业号称能实现“千人千面”，技术能力完全可以

运用到会员合同变更、权益解锁等各个环节。会员总会变老，模式永远更

新，但消费者知情权、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应是不变的红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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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星“ 招 募 ”需 警 惕

快件派费加一毛钱意味着什么

吉蕾蕾

莫让超前点播滑向“朝钱”点播

“3 万元包出道”“5 万元就可

拍电影”⋯⋯一段时间以来，不少

网络社交平台常常发布各种“练习

生招募”信息。然而，一些练习生

选拔实际上只是“钓鱼”行为，打着

“选拔”的幌子对怀揣“明星梦”的

青少年敛财。被“招募”的年轻人

还可能遭遇各种“续费”要求。对

此，广大青少年和监护人需擦亮眼

睛谨慎甄别，不要轻信网络上不明

身份者的许诺。当有自称“星探”

的人主动联系时，一定要查验对方

公司资质及其真实身份，避免被忽

悠，警惕可能存在的涉嫌诈骗诱导

收费与签约行为。

（时 锋）

对有的会员来说，热播剧《扫黑风暴》

8 月 31 日 已 经 大 结 局 了 ；对 有 的 会 员 来

说，才更新到第 24 集。区别在于，是否愿

意在会员费之外，再付出每集 3 元的超前

点 播 费 。 消 费 者 吐 槽 自 己 的 会 员“ 提 前

看”权益买了个寂寞，上海市消保委也于

近日发声，认为腾讯视频漠视消费者选择

权，再度将“超前点播”推上风口浪尖。

超前点播本身是合法的。2020 年法

院在《庆余年》超前点播案中已做出终审

判决，认为超前点播是“商业模式的探索，

本身不违反法律规定”。这一表态被多个

视频平台当作超前点播的正当性依据广

泛传播，堵了消费者的嘴。

然而，视频网站“忘了”告诉消费者，

法院还说了：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

在涉及爱奇艺、腾讯视频的两起《庆余年》

超前点播案中，法院均表示，如果消费者

与平台签订会员合同时并无超前点播等

条款，后期以格式合同模式更新协议、新

增超前点播等影响消费者权益的服务构

成违约，不对原有会员生效。

超前点播是 2019 年底新推出的付费

服务。这就意味着新协议对此前已开通

VIP 会员且一直在有效期的消费者不发

生法律效力。老会员有权要求平台继续

向自己提供已更新剧集的观看权利，包括

需要付费的超前点播剧集。

这部分人群其实不多。因为会员有

效 期 通 常 是 一 年 ，除 了 那 些 开 通 连 续 包

月、包年的用户，其他人到期后都要重新

购买，此时就得再勾选同意一个新协议。

而平台往往试图通过协议来获得自己假

装有其实并没有的权利。比如规定平台

有权随时调整会员权益，一经发布即刻生

效，用户一旦继续使用就视为“已经仔细

阅读并接受更新后的 VIP 特权”。用户不

接受也没得选——协议规定，VIP 会员不

支持退费。变更有理，退款无门，摆明吃

定了消费者。

这份熟悉的配方不只出现在视频平

台，不少互联网企业的电子协议里都有此类

单方面利好企业的条款。有的连会员续期

都等不了，干脆后台直接更新条款，以协议

形式暗自缩水服务。消费者只能在推送通

知里点击同意，不知情的情况下，权益就受

损了。

企业想多挣钱无可厚非，公众多元需求

应当满足。企业基于技术发展、商业运营等

因素，调整服务内容有合理性。基于互联网

企业远程服务、大规模服务等特点，后台

升 级 、单 方 变 更 ，形 式 上 并 无 不 妥 。 但

是，单方变更绝不能损害用户权益。后

增加的超前点播等服务本质上是原有会

员权益的贬值，使得老会员本应享受的

服务体验远远低于预期，损害了会员主

要权益，法律并不支持。

3 块钱事小，消费者事大。超前点播

正在滑向“朝钱”点播。如果放任不管，

难 保 平 台 今 后 不 会 变 着 花 样 继 续 缩 水 。

单个消费者没有精力与平台打官司，消费

者的合法权益不应如此被漠视。

平台不要推脱做不到。互联网企业

号称能实现“千人千面”，技术能力完全可

以运用到会员合同变更、权益解锁等各个

环节。互联网企业可以且应当全面、有效

地运用相关技术，提高服务质量。

除了视频平台的超前点播，互联网企

业今后还会有其他创新。监管部门应督

促有关企业在遵守法律规定、尊重用户合

法 权 益 和 使 用 感 受 的 基 础 上 推 出 新 服

务。会员总会变老，模式永远更新，但消

费 者 知 情

权 、选 择 权

和公平交易

权应是不变

的红线。

近日，中通、圆通、申通、百世等多家快

递公司宣布，自 9 月 1 日起，揽收的快件派

费支付上调每单 0.1元。派费加 1毛钱意味

着什么呢？派费上涨后，按照快递员人均

每天派件 200件计算，快递员每月有望增加

约 500 元的收入。这是保障快递员合理收

入水平的务实举措，体现了快递企业做好快

递员群体合法权益保障工作的积极态度。

收寄快递，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

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我国快递日

均业务量约 3 亿件，日均服务用户约 6 亿人

次 ，行 业 服 务 民 生 和 经 济 的 作 用 愈 发 凸

显。行业蓬勃发展的背后，正是无数快递

员常年风雨无阻，奔走在城市乡村的每个

角落，才让我们享受到便捷的快递服务，才

有了我国快递业务规模连续 7 年稳居世界

第一的成就。

派费直接关系快递员的薪酬收入，关

系快递员的切身利益和合法权益。然而，

此前一段时间，部分快递企业采用下调末

端派费的方式压低运营成本，导致快递员

难以达到合理的收入水平。一些快递企业

甚至还存在着以内部罚款来代替管理的问

题，罚款项目多、不合理罚款多，让快递员

承受了较重的不合理负担。这不仅影响了

正常的利益分配机制，也使得末端服务大

打折扣，“不送货上门”“随意放驿站”的现

象时有发生。

快递员是快递业的根基。快递员工作

强度大、劳动条件比较艰苦，如果快递员的

收入无法保持在合理的水平，合法权益得

不到保障，快递员队伍就很难稳定，快递网

络稳定更是无从谈起，最终必然会损害快

递企业的发展根基，影响行业的可持续发

展。对此，交通运输部、国家邮政局等 7 部

门日前联合印发了《关于做好快递员群体

合法权益保障工作的意见》，提出将制定

《快递末端派费核算指引》和《快递员劳动

定额标准》，建立行业工资集体协商机制，

引导电商平台和快递企业加强协同，保障

快递员合理的劳动报酬。

作为快递用工的主体，快递企业在保

障快递员合法权益工作中的作用至关重

要。确保快递员群体权益保障工作落到实处，一方面，快递企业要

完善利益分配，建立向基层倾斜的利益分配机制，将利润向基层让

渡。特别是在利润摊薄的情况下，不能只想着向基层转嫁运营成

本和竞争压力，而要保障基层的生存空间和发展条件；另一方面，

要加强对分公司和加盟网点的管理，完善企业内部考核机制，对恶

意投诉进行认真核实甄别，同时要拓宽快递员申诉的渠道，防止变

相罚款、以罚代管等明涨暗降的现象发生，杜绝不分情况“一刀切”

式的罚款。

派费提高，小哥心安，网点稳定，行业健康发展的强劲动能才

能得以充分释放。快递企业只有将派费调整工作落到实处，落到

快递员的身上，真正让快递员得到实惠，建立起更加合理的利益分

配机制，让他们更安心、更舒心，他们才能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消

费者才会享受到更加优质的快递服务，快递行业的发展也才会更

持续更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