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亿台计算机要报废？

Windows10服务将终止

微软公司近日正式宣布将于

2025 年 10 月 14 日终止对 Win－

dows10 系统的支持服务并强烈推

荐用户尽快迁移到 Windows11 系

统。 微软表示， 从 2025 年 10 月

14 日起， Windows10 将不再接收

安全更新， 继续使用将面临不断演

变和调整的恶意威胁， 存在安全风

险。 微软表示， 用户可以首先检查

当前的 Windows10PC 是否可以升

级到 Windows11， 或者考虑购买

一台新的、 更安全的 PC。

据报道， Windows11 的最低

硬件要求电脑需要 TPM 2.0 芯片

（支持安全相关功能）。 而过去五年

销售的绝大多数个人电脑都有这种

芯片。 但大约 20%的 Windows 安

装群没有这种芯片， 这相当于有

2.4 亿台无法升级到 Windows11 的

计算机。 随着用户准备进入新一轮

换机周期， 微软的 Windows11 为

陷入困境的个人电脑市场带来积极

影响。 “Windows 10 自 2015 年推

出以来存在的时间已经够长了， 从

生命周期来看， 的确也到了更新换

代的时候。” 电信与互联网分析师

马继华分析， 微软此举一定程度上

也使得旧电脑将不可避免地面临过

时操作系统带来的安全风险及不稳

定因素。 （来源： 环球网）

考研报名禁止
海马体照片？

抚顺招考办：不能用

近日， 有网友发文称 2025 年

考研网上报名系统中， 辽宁抚顺招

考办报考点禁止使用海马体照片作

为准考证照片。 随即， 此话题引发

热议， 登上热搜第一。 该帖文显

示， 2025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

考试网上确认系统中， 辽宁省抚顺

市招考办报考点注明准考证照片

“严禁化浓妆、 修图， 禁止使用海

马体照片”。

11 月 4 日， 抚顺市招考办工

作人员表示， 使用海马体照片可能

会影响考试以及后续入学时的身份

核验， 因此“绝对不能用海马体照

片”。 中国传媒大学报考点也发布

相关公告， 明确表示“请勿使用海

马体照片”。

杭州公安部门曾提醒广大市

民，办理出入境证件时，“海马体”或

者经过其他美颜工具“P 图” 的照

片， 在审核质检环节不能通过会被

退回。所以，请大家按照要求上传符

合标准的制证照片、 手写签名以及

本人居民身份证正反面照片。

海马体照相馆官博近日发文回

应， 称从 2021 年开始在教育报考、

签证回执类证件照推出了两种版本

的交付———原生版本与精致版本。

如果在海马体拍摄了报考类、 签证

回执类证件照 （如研究生考试证件

照 、 司法考试证件照 、 签证回执

等）， 请一定记得在报考或资料提

交过程中使用原生版本。

（来源：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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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 11. 激战正酣， 各大电商平台陆续推出)*+,

-. 支-功能， 一旦&',， 将 0 元直接下单， 等到商品收

货,再-款。 不过这一功能却遭到了不少消费者的不满， 比

如不小心一键&',却难以找到关闭渠道， 免密支-增加误

购风险等。 记者亲测,发现， )*+,-. 简化了网购流程

体验， 但存在)&'方便， 关闭复杂. 的问题。

  本意是刺激消费， 减少消费者

的短期购物压力， 但不少消费者在

无意中吃了“哑巴亏”。

去年， 武汉一名老人在购物时

由于误操作一键开通“先用后付”，

原本想将一把椅子加入购物车却不

料直接 0 元下单， 而老人因没看到

支付页面便以为未购买， 而后货物

送达才恍然大悟。 商家因运费等问

题与老人没有达成共识闹上法庭，

商家要求老人支付运费、 律师费等

费用共计 1200 多元。 最终， 在法

院调解下， 老人向商家赔偿 1000

元损失。

针对“先用后付” 的负面评价

中， 绝大多数都是几乎无感的开通

过程， 个别平台甚至还几乎“诱

导” 式开通， 这对不熟悉网购的用

户群体并不友好。

因此， 江苏消保委呼吁， “先

用后付” 要能“一键开通”， 也要

能“一键关闭”， 不然会涉嫌侵犯

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和知情权， 同

时还建议平台开通有信用消费性质

的功能时， 应采用弹出窗口或红色

加粗等方式醒目提示， 并在使用过

程中， 增强对“误点” 操作的再确

认提示和售后制度安排， 解决消费

者“误点” 带来的退货、 退款举证

困难。 （综合央广网等）

“先用后付”如何避免吃亏？

  有消费者担心， “先用后付”

功能看上去与花呗等互联网信贷业

务相关， 是否会影响自身信用？

对此， 有平台方表示， “先用

后付” 是一种消费支付方式， 与花

呗、 借呗等互联网信贷或信用卡贷

款不相关。

据解释， “先用后付” 是平台

针对信用记录良好的消费者提供的

专享服务。 在一定的信用额度内，

消费者可先 0 元下单商品， 到期付

款之前再选择付款或退货， 如果到

期没有主动付款， 系统也会自动代

扣。

记者获悉， 国内各大电商的

“先买后付” 通常基于微信支付分、

蚂蚁芝麻信用等信用评分数据， 与

银行的信贷数据无关， 比如淘宝开

通“先用后付” 的条件是芝麻信用

分在 550 分及以上， 单笔订单“先

用后付” 的金额上限是 3000 元。

“先用后付”是小额信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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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通方便，关闭复杂”

  近段时间以来， 全国各地消费者

陆续发现， 在网购期间无意开通了

“先用后付” 功能， 并在后续购物中

默认使用“先用后付” 的支付方式。

不过更令消费者难以接受的是， “先

用后付” 的关闭功能比较隐蔽， 如果

要关闭需要等待“先用后付” 的商品

完成收货并结束售后服务。

对此， 国内某主流电商平台方告

诉记者， “先用后付” 的开通具有明

显的消费者提醒， 并提供了三种开通

方式： 消费者下单时， 需要点选“先

用后付”， 同意协议开通才开通； 进

入设置页面的“先用后付” 功能自行

开通； 在订单支付成功后， 部分消费

者会出现推荐开通“先用后付” 的浮

层， 点击确认才可进行开通。

不过， 记者发现， “先用后付”

的开通易被忽略， 各大主流网购平台

也普遍存在“开通方便， 关闭复杂”

的问题。 以国内最大网购平台为例，

记者发现有一笔 20 多元的商品订单

默认为“先用后付”， 咨询过客服后

被告知， 此前曾一键开通过“先用后

付” 功能， 后续将默认使用， 客服也

表示不少用户无意中开通， 但忘记已

开通了。

“先用后付” 的开通几乎是一键

并无感的， 关闭却需要花费一番功

夫。 记者需要找到“设置” —“支付”

—“先用后付” 三层页面才能找到关

闭按键， 但是系统以“存在履约订

单” 为由关闭失败。 记者在另一平台

上也遇到类似情况， 只不过默认“先

用后付” 的支付页面中， 更换别的支

付方式的标识更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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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先用后付” 在今年“双

11” 期间引发了不小争议， 但这并

非是一个新功能。

早在 2005 年， 欧洲已经出现

“先 用 后 付 ” 的 雏 形———Buy

Now Pay Later （简称 “BNPL”），

通过撮合支付方与担保平台、 零售

商户的合作关系， 提供“先买后

付” 的服务。 后来， 苹果公司的

Apple Pay 也提供类似的服务。

据悉， 商家使用平台提供的

“先用后付” 还需要额外付费， 而

今年“双 11” 为了争夺更多用户，

平台予以减免费用， 大量商家选择

“先用后付” 服务才将这一功能带

进了大众视野。

比如， 淘天集团宣布“双 11”

期间将为参与大促的淘宝天猫商家

免费提供“先用后付” 服务， 对大

促前就已签约“先用后付” 服务的

大促商家， 店铺内支持“先用后

付” 的商品均免收软件服务费。 小

红书商城也引入了微信支付的“先

用后付” 功能， 当用户的微信支付

信用分达到 650 分及以上， 就能享

受这一功能。

“相当于电商平台延后了与商

家的结算账期， 平台适当承担了部

分风险， 来刺激用户消费意愿。”

一位卖家表示。

“先用后付”为何流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