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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性乱伸手””

■ 本报记者 马成涛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各类 App（移动互联网
应用程序） 推陈出新， 为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便
利，同时也给个人隐私带来了挑战。在利益的驱
动下，不少 App 都存在“偷窥”、随意索权等问
题。 如何管住 App “任性乱伸的手”？

任性索权，用户隐私遭泄露

一些 App 未经用户同意，收集、使用用户个
人信息。 用户在 App 上注册用户名时，往往会
根据要求留下手机号码等信息，给 App 违规盗
取用户信息留下了可乘之机。“最近每天都会接
到多个推销电话，烦不胜烦。 ”合肥市民何女士
向记者展示了她的手机通话记录， 陌生电话把
她的手机通话记录占据得满满当当。 据何女士
说，前段时间，她为了让孩子学习英语，下载了
一款英语学习类 App，并根据提示 ，用手机号
码注册了账号。 “哪知道，注册完后，就接到了
各种推销电话，上来就叫‘妮妮妈妈’。 幸亏注
册时将孩子的姓名填写成昵称，不然，连孩子
的信息也泄露了。 ”何女士说起自己的经历，
直摇头。

和何女士一样， 合肥市民吴先生对 App
超范围收集信息等违规行为有着同样的困
惑。 “刚和朋友聊了某个话题，打开手机，立
刻弹出了相关广告。 好像被盯上了，太吓人
了！ ”吴先生说。业内人士透露，在利益的驱
动下，一些 App 未经用户同意违规获取用
户语音、短信、通话记录、通讯录、面部图
像、接入网络等个人隐私，并以此进行精
准营销。

App 随意索权现象普遍， 成为困扰
App用户的突出问题。 下载个资讯类 App
被要求开启录音权限，安装个视频类 App
被请求访问相册，安装个健身类 App被请
求访问通讯录……这样的随意索权问题，
很多 App用户都遇到过。“一些 App会巧
妙地设置服务条款， 让用户在安装时就
点击‘允许’，这样可以‘理直气壮’地使
用用户信息。 ”合肥一家信息技术公司
汪经理表示，把搜集信息和提供服务混
为一起，已经是“公开的秘密”，这也导
致用户维权难。

App“任性乱伸手”，存在“超范围
收集个人信息 ”“私自共享给第三
方”“强制用户使用定向推送功能”
“不给权限不让用”“频繁申请权限”
“过度索取权限”等违规行为。 任性
索权造成了个人信息泄露，进而带
来骚扰电话、 电信诈骗等问题，极
大损害了用户权益。

切莫在“漫画腰”里
跟风迷失

■ 何珂

你参与过网络挑战吗？ 不久前，一场名为“漫画
腰”的网络挑战走红。

所谓“漫画腰”挑战，指的是模仿一副漫画中的动
作，将大腿放置在椅子上，上半身趴在地面上，腰腹贴
着椅子腿，整个身体呈现出倒 Z 字型。 一些明星和网
红的参与，又给挑战的热度添了一把火。 网络上效仿
者有之，认为这是“曼妙身材”的一种体现。 当然也有
不少反对者，有科普平台指出这种姿势会导致腰椎过
伸，容易引起肌肉拉伤，从长远看会增加腰椎退变的
风险。

近年来，类似“漫画腰挑战”的身材挑战还有不
少：A4 腰挑战、反手摸肚脐、童装挑战等等。看起来，
这些挑战只是个人行为的模仿秀， 爱美之心人皆有
之，秀一把曼妙身材，既滋养了大众眼球，又满足了
自己的虚荣心，何乐而不为？ 其实，仔细一想这样并
不合适。这种身材网络挑战的背后，蕴含着极端化的
身材审美，让“身材焦虑”愈演愈烈，网络上甚至出现
了不少身材与成功挂钩的话语。 “身材焦虑”甚至演
变成了一场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的 “减肥内卷”，
女团腿、马甲线、直角肩、蜜桃臀等新名词层出不穷，
人们似乎认为只要自律和勤奋、 身体上每一个部位
都精益求精才能算美。 而也有不少人在“焦虑”中跌
入过度减肥、饮食紊乱的陷阱，甚至出现了催吐等损
坏身体健康的行为。

女性一定要双眼皮、瓜子脸、身材苗条才算美？
男性一定要鼻峰硬朗、眼眶深邃、六块腹肌才算帅？
一些眼花缭乱的身材挑战背后， 贩卖的是对社会审
美的误读、对生活方式的绑架、对社会焦虑的放大。
在不知不觉中将越来越多人卷入标准化的审美漩

涡。莫让网络平台热点成为公众审美标准，将美的解
释权归于个人，才能让逐渐摆脱“外貌焦虑”，绽放自
信而强大的美。

再看网络挑战，形式越来越多、内容也日益丰富。
网络挑战吸引公众眼球、追求流量无可厚非，但如果
营销是手段、流量是目的、焦虑是后果，那么“翻车”是
早晚的事。眼下，就有一些挑战成为了秀而不诺、诺而
不行的表演， 但也有一些挑战传播了正能量。 比如，
“冰桶挑战”的活动就引发了社会对“渐冻人”这一罕
见群体的关注，并募捐到了大量善款。所以，面对形形
色色的网络挑战时，一定要擦亮眼睛，少一些无谓的
跟风，多一些内涵的挖掘。

24项措施鼓励消费新业态新模式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28 个部门近日联合发

布了《加快培育新型消费实施方案》（以下简称
《方案》），提出培育壮大零售新业态、加强新一
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加强金融支持、引导社
会资本融资、降低平台交易和支付成本等方面
共 24 项措施，鼓励消费新业态新模式发展。

推动服务消费线上线下融合。 《方案》提
出，部署培育壮大零售新业态，积极发展“互联
网+医疗健康”， 深入发展数字文化和旅游，有
序发展在线教育，大力发展智能体育。

加快新型消费基础设施和服务保障能力
建设。 《方案》明确，加强商品供应链服务创新，
畅通农产品流通渠道，加强新一代信息基础设
施建设，推进新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加快以
新技术促进新装备新设备应用，推动车联网和
充电桩（站）布局应用，提升新型消费网络节点
布局建设水平。

强化新型消费发展要素保障。 《方案》提
出，加强新职业新工种开发和培训，维护新职
业从业人员劳动保障权益，优化消费相关用地

用能支持，强化财政支持，加强金融支持，引导
社会资本融资，降低平台交易和支付成本。

改善新型消费营商环境。 《方案》强调，完
善法规制度，简化优化证照办理，优化监管服
务，健全标准体系，深化统计监测。

下一步，国家发改委将深入贯彻落实党中
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促进消费的决策部署，充
分发挥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部际联席会议
制度作用， 进一步加强统筹协调和跟踪督促，
会同相关部门抓好《方案》落实，不断充实完善

政策储备，加快培育壮大新型消费。
业内人士认为， 疫情期间兴起的以数字

化、信息化为核心的新型消费，展现出了强大
的增长动能，在稳定消费市场、带动复工复产
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消费市场的‘压
舱石’。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背景下，仍需要进
一步推动新型消费壮大，《方案》涵盖了与新型
消费相关的方方面面，为后续新型消费的发展
壮大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未来新型消费将继
续为国内消费市场注入源源不断的增长动力。

（本报记者 何明 整理）

【一大批医院擅用协和、
同济等字号被查】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26 日发布统计数据， 今年 2
月以来，全国市场监管部门责令擅自使用“协和”“华
山”“同济”“华西”“湘雅”“齐鲁”“同仁”等知名医院字
号的 492 户营利性医疗机构变更名称，责令擅自使用
相关字号的 1525 户医院管理、医疗美容、药品等相关
行业市场主体变更名称。通过坚决清理整治知名医院
被冒牌问题的专项行动，严厉惩处了扰乱医疗市场秩
序违法行为。

点评：协和医院、同济医院、同仁医院等知名医院
凭其医疗实力赢得了社会信誉和群众口碑，但一些医
疗机构在没有得到合法授权的情况下，擅自使用“协
和”“同济”等知名医院字号，欺诈、误导人民群众，严
重侵害了正规医院的合法权益和公众形象，扰乱了正
常医疗秩序，必须严查。

网友热议：
@-小欣愿-： 必须严厉惩罚扰乱医疗市场秩序

的违法行为。
@ 软甜仙女-：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不是

所有医院都能叫“同济”“协和”。
（本报记者 马珺 整理）

【全面查找改革开放以来

失踪被拐儿童】

3 月 26 日，公安部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安部刑事
侦查局副局长童碧山表示，今年 1 月起，公安部部署
全国公安机关开展以侦破拐卖儿童积案、查找失踪被
拐儿童为主要内容的“团圆”行动，全力侦破一批拐卖
儿童积案，全力缉捕一批拐卖儿童犯罪嫌疑人，全面
查找一批改革开放以来失踪被拐的儿童。请失踪被拐
儿童的父母和疑似被拐人员主动到附近的公安机关
刑侦部门， 接受免费的 DNA 信息采集以及相关信息
补充完善等工作，争取早日实现家庭团圆。

点评：这是急难险重的浩繁任务，更是深受千家
万户欢迎的民心工程。 每一次采集 DNA 并全心查
找，都意味着又一个家庭多了重圆可能。 找到被拐儿
童，也要缉拿“人贩子”们，还要落实买卖同罪。愿天下
无拐，愿每个被拐儿童都能回到父母怀中。

网友热议：
@ 再胖的熊猫也要飞：这个太好了，希望更多家

庭能重获团圆。
@ 迷路在你身边：愿孩子都有一个温暖的家。

源头管控，加强综合治理

记者了解到，当前市场上很
多 App 都是第三方开发的，不少
App 运营者缺乏保护用户信息的
技术能力，有的运营者甚至主动
将用户信息共享给第三方 。 此
外 ，App 下载平台审核把关不
严 ，甚至根本不做审核 ，加剧了
App 违规行为的泛滥 。 专家认
为，如果用户在 App 下载平台上
下载这些违规 App，导致权益受
损，那么下载平台也具有不可推
卸的责任。 专家建议，应该加强
源头管控，督促 App 下载平台加
强审核，防止违规 App 上架。 一
旦发现 App 存在超范围收集个
人信息等违规行为，应对其立即
下架。

App 生态系统主体多， 链条
复杂 。 用户信息流动成了一些
App 的盈利模式，也成了 App 乱
象的根源。 App 超范围收集个人
信息、私自共享给第三方等违规

行为的背后有一个灰色利益链
条。 整治这些违规行为，必须斩
断这一链条。 App 一旦侵犯用户
权益，在这条利益链条上的开发
者 、下载平台 、运营者等都应该
承担相应责任。

App 违规行为屡禁不止的重
要原因是缺乏有效的监管、违法
成本普遍偏低、处罚手段相对有
限。 目前相关部门的惩罚措施主
要有整改、下架、罚款、行政约谈
等。 专家建议，创新处罚手段，加
大对违规 App 的处罚力度。 将更
多懂技术的专家型人才补充到
监管队伍中， 创新监管方式，利
用人工智能 、大数据 、云计算等
先进技术进行监管，实现全链条
监管，防止违规 App 被下架后换
个“马甲”重新上线。

针对 App 违规行为，用户也

要加强防范。 专家建议，消费者
尽量在正规的 App 下载平台上
下载手机 App， 不要轻易通过网
站、社交软件分享的链接等安装
使用，也不要随便扫描二维码安
装应用。 安装 App 时，要认真阅
读服务条款 ， 仔细勾选授权权
限，提高防范意识。

治理 App 违规行为，不能采
取 “一刀切 ”的方式 ，不能 “一封
了之”。 专家认为，过度强调用户
信息保护，会给 App 企业带来较
大的经营负担，不利于移动互联
网产业发展。 专家建议，要采取
灵活的监管方法，维持 App 合理
使用与用户隐私保护的有机平
衡，推动移动互联网产业健康长
远发展。

划出红线，明确收集范围

以往，App 商家以 “用户同
意”为幌子，违规收集个人信息。
表面上看，这些 App 索权都是经
过用户同意的，但实际上这些行
为涉嫌变相强迫，因为如果用户
不同意 ， 就无法正常使用这些
App。 尤其是在一些 App 市场占
有率很高的情况下，用户没有主
动权和选择权，只能选择“同意”
开放权限。

不给权限不让用，将成为过
去式。 近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
公室、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四部门
联合发布《常见类型移动互联网
应用程序必要个人信息范围规
定》（以下简称《规定》），规范 App
个人信息收集行为，保障公民个
人信息安全。 从 5 月 1 日起，App
不得因用户不同意提供非必要

个人信息，就拒绝用户使用其基
本功能服务。

App收集个人信息应采用
最小必要原则 。 然而 ， 在现实
中 ， 不少 App 却肆意违规收集
个人信息 ， 进行非法牟利 。 比
如 ， 一些 App 违规使用个人数
据，进行大数据“杀熟”。 这些商
家会搜集用户的信息 ， 然后根
据用户的消费习惯 、收入水平 、
位置等信息 ， 精准为用户勾勒
出 “用户画像 ”，进而对不同的
消费者采取不同的销售策略 。
专家认为 ，《规定 》划定了 “最小
必要 ”红线 ，为治理违规收集个
人信息问题提供了依据。

App 收集个人信息不得越
过 “最小必要 ”红线 。 据了解 ，
《规定 》明确了地图导航 、网络
约车、即时通信、网络购物等 39

类常见类型移动应用程序必要
个人信息范围。 比如，地图导航
类的基本功能服务为 “定位和
导航 ”，必要个人信息为位置信
息 、出发地 、到达地 。 即时通信
类的基本功能服务为 “提供文
字 、图片 、语音 、视频等网络即
时通信服务 ”，必要个人信息包
括注册用户移动电话号码 ；账
号 、即时通信联系人账号列表 。
网络社区类的基本功能服务为
“博客 、论坛 、社区等话题讨论 、
信息分享和关注互动 ”，必要个
人信息为注册用户移动电话号
码 。 网上购物类的基本功能服
务为 “购买商品 ”，必要个人信
息包括注册用户移动电话号
码 ；收货人姓名 （名称 ）、地址 、
联系电话 ；以及支付时间 、支付
金额、支付渠道等支付信息。

App
咋管？

甘亮/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