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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央视报道，今年6月，浙江宁
波的周女士打算前往上海复旦大学
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看鼻炎。然而，
她在百度上搜索医院的相关信息，搜
了“上海复旦大学耳鼻喉”“上海复旦
大学附属”等关键字，跳出来的结果
中第一条都是“复大医院”。随后，前
往“上海复大医院”就诊的周女士花
了大价钱，病却不见好，遭遇过度医
疗。周女士认为，百度搜索的结果对
自己存在误导。报道中还提及安徽
的陈女士也遇到类似情况，最终同样
在“复大医院”遭遇过度医疗。

事件曝光后，9月8日晚，上海市
工商局表示，复大医院利用百度推

广，将本地知名医院的关键词作为搜
索关键词，以提升自己医院的搜索排
名的行为涉嫌虚假宣传，工商部门已
要求复大医院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同
时市工商局检查总队已立案调查，并
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
争法》对其处罚。

对此，百度方面于9月9日凌晨
发布声明致歉，文中称，“出现此次误
导问题的原因在于，上海复大医院的
医院名称与上海复旦大学相关附属
医院的简称存在一定的语义相似性，
误导了网民的就医选择。”并表示针
对此次问题，将再度扩展品牌保护关
键词库。

“置顶广告”误导患者 百度下线涉事广告 记者体验发现

搜索部分关键词广告仍“霸屏”
近日，央视曝光了有患者通过百度搜索“上海复旦大

学附属医院”，结果去了在搜索结果中排名靠前的“复大
医院”进行就诊，疑似遭遇过度医疗一事。事件曝光后，
百度于9月9日凌晨发布回应致歉，并称将再度扩展品牌
保护关键词库。但记者调查发现，包括百度搜索在内的
多款主流搜索引擎在医疗卫生领域的搜索结果中仍存在
较多“置顶广告”。专家指出，解决该问题除了监管部门
对违法行为进行处罚外，也需要企业对自身做“全面体
检”。 青年报记者 钟雷

2016年的“魏则西事件”将百度
的竞价医疗广告引入人们的视野，然
而经过整治后短短两年，百度再次因
竞价广告问题饱受争议。就在9月6
日，知名作家六六在网上发文指出百
度搜索“上海美国领事”，却遭代办签
证等广告刷屏。事后，百度推广官方
微博发文称将下线与“上海美国领
事”相关的代办签证等广告。而“复
大医院”风波后，百度方面同样表示，
已下线所有上海复大医院的推广内
容。但在一些网友看来，百度这样的
做法只是“亡羊补牢”，更有网友指
出，相比其他搜索内容中的广告，已
经下线的广告仅仅是九牛一毛。

为了验证网友的说法，9月10日
记者尝试在百度搜索中以“上海妇科
医院”为关键词进行搜索，结果前四
条均为广告，排名第二的搜索结果为

“上海白玉兰妇科医院”的广告，该医
院的百度资料中，页面右侧监管记录
一栏内显示“该机构暂无工商行政违
规行为”。然而，记者通过国家企业
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发现“上海白

玉兰妇科医院有限公司”从2014年
12月至今共有7条行政处罚信息，涉
及违法行为包括“经营者利用广告或
者其他方法，对商品质量、制作成分、
性能、用途、生产者、有效期限、产地等
作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未建立消
毒管理组织，制定消毒管理制度，执
行国家有关规范、标准和规定，定期
开展消毒与灭菌效果检测工作”等。

记者随后尝试搜索“儿科医院”
关键词，结果中排名第一的“上海六
一儿童医院”的百度资料中，同样显
示无工商行政违规行为，然而国家企
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上海六
一儿童医院有限公司”仅今年就受到
了4次行政处罚。

而在相关页面最下方，还有一段
特别提示写道：百度信誉V标识及信誉
档案中的任何内容，均不构成百度对
任何线上或线下交易行为的推荐或担
保。若以上机构信息或其网站信息与
实际不符，欢迎您随时发起举报；您的
举报将有可能影响该机构的信誉情
况，从而为其他网民提供有效参考。

据媒体报道，根据百度于2018
年 8月1日发布的截至6月30日的
2018财年第二季度未经审计财报显
示，百度第二季度总营收为人民币
260亿元（约合39.3亿美元），同比增
长32%；其中，来自于“百度核心”（搜
索服务与交易服务的组合）的营收为
人民币200亿元（约合30.3亿美元），
同比增长 28%；，占全部总营收的
77%。

业内人士指出，百度仅仅在一
次次经媒体曝光后“对症下药”是远
远不够的，作为中国的互联网巨头，
百度需要的更是“举一反三”的“全
盘治疗”。对像百度这样的企业而
言，在商业模式上如何尽快摆脱对
搜索结果广告的依赖，是其面临的
最大考验。

事实上，除了百度之外，其他主
流搜索引擎也或多或少存在“广告霸
屏”的情况。以“妇科医院”关键词为
例，搜狗搜索中前五条均为广告，而
360搜索中，第一条也同样为广告。

“如果是不熟悉医院名称的患者，碰
到类似的医疗付费推广仍有可能被
误导。”对于搜索引擎竞价广告泛滥
的问题，市民王先生认为，尽管如今
付费广告都设有“广告”小字的下标，
但一旦置顶后仍然有很大几率误导
患者，令其误以为是知名医院。

中国互联网协会信用评价中心
法律顾问赵占领指出，包括一些三甲

医院名称在内的医疗关键词，不仅具
有商业性，还带有公益性，关系到广
大用户的安全问题。“这就要求企业
在公益性和商业性之间寻求平衡，要
保证至少在医疗搜索领域，医院名称
类关键词不能完全按照付费来决定
排名。”

上海正策律师事务所律师周铭
表示，消费者在选择和消费产品及
服务时享有安全权、知情权、自主选
择权、公平交易权等法律规定的权
利。将广告置顶虽然是搜索引擎公
司的商业行为，但不得影响消费者
的正当合法权利。“判断合法与否的
标准在于，置顶的广告是否有违反
广告法的行为，如存在虚假广告、违
反反不正当竞争法、侵犯知识产权，
以及提供搜索的相关网络公司是否
对发布广告者进行资质审查，事中
和事后监督。”

他认为，相关商家应严格按照
电子商务法等相关法律规定提供搜
索引擎服务。同时，工商、消费者
权益保护机构、网络监管等机构应
及时、不定时对相关企业进行监督
检查，规范提供搜索引擎的公司，
防止消费者因搜索而导致错误选
择、虚假选择或延误选择事情发
生。此外，消费者应加强相关辨识
的知识，注意保留相关证据，对不
法侵害行为及时举报、投诉，以保
障自身合法权益。

搜索到“李鬼医院”遭过度医疗

信息时代，商业利润潜藏在互

联网的每一个毛孔中，对于搜索引

擎的运营方，医疗竞价广告这块蛋

糕让他们尝到了不少甜头。

但两年前的魏则西案告诉世

人，医疗这种人命关天之事经不起

竞价广告的折腾，医疗竞价广告的

存在让一些医院以“最大限度榨取

患者医疗费用”为己任，却把治病

救人的天职抛到了脑后，而在此过

程中，搜索引擎在这个特殊的时代

背景下，无疑成了那个“帮忙递刀

子”的角色。

有道是“君子爱财，取之有

道”，竞价广告本身的存在并无不

妥，但前提是广告投放者的资质得

过硬、广告内容不以假乱真，同时

要排除一些特殊领域。

然而，“医疗竞价广告重现”的

报道一次次见诸报端，只会让大众

对百度这样的搜索引擎商家一次

次失望，做过的承诺形同放屁也会

一次次消耗企业数十年奋斗积累

下来的口碑和信誉。

互联网企业在被允许进入到

医疗健康领域的同时，也必须要

承担相应的责任，如果企业屡教

不改，天价的罚单或许能让他们

悬崖勒马。说到这里，有关部门

的监督就显得必不可少了。而作

为普通的网民，在看到医疗竞价

广告时，不要认为事不关己，拍张

照片，动动鼠标向相关部门投诉，

或许也能加速这场战役最终胜利

的到来。

青年报记者 钟雷

“广告主”违规记录遭“雪藏”记者调查

各界声音 仅凭“对症下药”恐难治本

人命关天，岂能“利”字当头？

记者尝试在百度搜索中以“上海妇科医院”为关键词进行搜索，结果前四条均为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