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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 下 ， 春
耕生产正由南
向 北 陆 续 展
开，田间地头
一派忙碌景象。
为更好推进乡
村振兴，中国
人民银行近日
印发 《关于做
好 2022 年金融
支持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重点
工 作 的 意 见》
（以下简称 《意
见》），推出23
条举措指导金
融系统优化资
源配置，精准
发力、靠前发
力，切实加大

“三农”领域金
融支持，接续
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为稳定
宏观经济大盘
提供有力支撑。

主动对接，
加大金融支持。

《意 见》指 出 ，
各银行业金融
机构要围绕高
标准农田建设、
春耕备耕、粮食
流通收储加工
等 全 产 业 链 ，
主动对接融资
需求，强化粮
食安全金融保
障。规范发展
供应链金融服
务，加大对重
要农产品生产
加工、仓储保
鲜冷链物流设
施建设等金融
支持。积极开
发适合油茶等木本油料特点的金融产品，
支持油茶规模化种植和低产林改造。加强
种源等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金融支持，
提升种业育繁推产业链融资便利度。创新
设施农业和农机装备金融服务模式，稳妥
发展融资租赁业务，支持农机装备研发企
业发行信用类债券。

完善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产品。《意
见》强调，要围绕农产品加工、乡村休闲
旅游等产业发展特点，完善融资、结算等
金融服务，丰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小农
户专属金融产品，支持发行乡村振兴票
据，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深化
信息协同和金融科技赋能，支持县域商业
发展、市场主体培育和农村流通网络建
设。做好农民就地就近就业创业金融服
务，拓宽农业农村绿色发展融资渠道。强
化对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人居环境改
造等重点领域的中长期信贷投入。增强金
融机构网点综合化服务能力，加强与民生
系统互联互通，推进县域基本公共服务与
金融服务融合发展。

此外，还要强化货币政策工具支持，
进一步优化存款准备金政策框架，继续加
强支农支小再贷款、再贴现管理。改进金
融机构内部资源配置，稳妥推进农村信用
社改革。深入推进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继
续推进储蓄国债下乡，持续提升农村支付
服务水平，加强农村金融知识宣传教育和
金融消费权益保护，改善农村基础金融服
务。继续加大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
等脱贫地区的政策倾斜，保持脱贫地区信
贷投放力度不减。认真落实定点帮扶政治
责任，把定点帮扶“责任田”打造成金融
支持乡村振兴“示范田”。

下一步，中国人民银行将会同相关部
门，加强政策宣传和经验总结，强化统计
监测与考核评估，督促指导银行业金融机
构认真抓好 《意见》贯彻落实工作，切实
提升金融服务乡村振兴质效，助力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取得新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
迈出新步伐。

强制下载侵犯用户权益

通过提供更好的服务赢得更多活跃用
户，从而实现“获客—活客—创收—获客”
的良性循环，是多数APP开发经营者所追求
的。但也有部分APP在获客时采用不合规的
方法侵犯用户权益。不少人就遇到过从个人
电脑端、手机浏览器、微信朋友圈等浏览页面
时被要求下载APP的情况，以此收集用户个
人信息、过度索取权限等问题更是层出不穷。

“有些链接进入登录页面后，就要求用
户下载APP。如果用户忽略下载请求，则用
折叠、跳弹窗等方式干扰用户的浏览体验。”
北京白领张松时常在微信朋友圈浏览各种链
接，发现越来越多的链接与相关APP搞“绑
定”，“不下载就不让看”，这让他困扰不已。

除了微信朋友圈，手机浏览器页面也是
部分 APP 强制下载行为的“高发区”。有用
户向工业和信息化部反映，通过手机浏览器
登陆某论坛时，只能浏览标题和主要内容，
浏览全部评论留言则需要下载APP。还有人
反映，一些资讯类、知识分享类平台虽然没
有强制要求下载APP，却在其他方面“打擦
边球”，其链接在微信朋友圈、手机浏览器
中的阅读体验不佳，多数评论留言被折叠，
想要畅快阅读就必须下载相关APP。

“不下载就不给看”是APP“野蛮生长”
的副产品之一。近年来，APP日益成为数字
经济时代重要的移动互联网交互载体。五花
八门的APP一方面便利了居民生活，另一方
面也在“野蛮生长”过程中产生了诸多问
题。强制或欺骗诱导下载、过度索取权限等
问题破坏着行业生态。

针对相关问题，工信部早在2016年就曾
印发《移动智能终端应用软件预置和分发管
理暂行规定》。该规定要求，生产企业和互
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所提供移动智能终端应
用软件不得调用与所提供服务无关的终端功
能、违法发送商业性电子信息；未经明示且
经用户同意，不得实施收集使用用户个人信
息、开启应用软件、捆绑推广其他应用软件等
侵害用户合法权益或危害网络安全的行为。

近日，工信部再次强调，针对用户反映
的部分网站在用户浏览页面信息时，强制要
求下载APP问题，工信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对
此高度重视，立即组织核查，并召开行政指
导会，督促相关互联网企业进行整改。

打好APP治理“组合拳”

“不下载就不给看”，是“诱导下载—过
度索权—收集用户信息—获取不正当利益”
APP侵权链条中的第一环。

“强制或诱导下载只是第一步，接下来
就是索取各种权限，一会儿要用摄像头，一
会儿要定位，一会儿要看通讯录，然后是大
量推送广告。”北京的胡大爷年过七旬，接
触智能手机没多久，却因为 APP 诱导下载、
过度索权而谈“机”色变，甚至动过换回非智
能手机的念头。

不久前，工信部通报今年第一批《关于
侵害用户权益行为的 APP 通报》，“APP 强
制、频繁、过度索取权限”成为通报屡屡提
及的重要问题。

针对APP侵权问题，工信部打出APP治
理“组合拳”，通过制定标准、技术检验、
专项整治、行业自律等措施，大力整治违规
收集使用个人信息、弹窗骚扰等侵害用户权
益的行为。据介绍，2021年工信部已累计检
测 208 万款 APP，通报 1549 款违规 APP，对
514款拒不整改的APP进行下架处理。

如何治理“不下载就不让看”？工信部
对有关APP提出三项要求：在用户浏览页面
内容时，未经用户同意或主动选择，不得自
动或强制下载APP；推荐下载APP时，应同
步提供明显的“取消”选项，切实保障用户
的知情权、选择权；无合理正当理由，不得
要求用户不下载APP就不给看，或者不让看
全文。同时，工信部强调不得以折叠显示、
主动弹窗、频繁提示、降低体验等方式强
迫、误导用户下载、打开APP，或跳转至应
用商店，影响用户正常浏览信息。

采访中记者发现，很多老年用户反映，
自己的手机页面经常莫名其妙地“长”出许
多新的APP。业内人士指出，部分APP通过
跳出按键、弹窗等，欺骗诱导老年人下载，
并在安装后暗中收集用户信息、进行数据画
像，有针对性地向老年用户投放各类劣质内
容和带有欺骗性质的广告。

“孩子们总要帮我清理卸载手机里的
APP。这次卸载了，下次还会冒出新的，有
时下载按钮甚至会伪装成‘红包’‘优惠券’等
形式，眼花看不清，一不小心就点错了。”
胡大爷说。

为老年人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需要帮
助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据介绍，在加
强APP治理的同时，APP的适老化改造也在
同步进行。去年以来，工信部在全国范围内
组织开展了APP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造专项行
动，组织227家网站和APP完成改造，推出
了字体放大、语音引导、“一键直连人工客
服”等多种具有特色的功能，指导终端企业
为适老化智能终端产品设计生产服务提供支
持，推动一批界面简单、操作方便的APP满
足老年用户需要。下一步，工信部还将聚焦
老年人等重点人群推进信息普惠，组织新一
批 APP 开展适老化和信息无障碍改造提升，
打造一批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标杆。

多方合力优化行业生态

业内人士表示，保护APP用户权益和个
人信息，需要开发者、运营者、SDK （第三
方软件开发工具包） 提供者、应用商店和监
管部门形成合力，建立良好的行业生态。

手机厂商 OPPO 联合德勤发布的 《APP
个人信息保护白皮书》 提出，APP 开发者、
运营者应完善个人信息保护制度和工作机
制，提升安全保障技术能力，积极开展个人
信息保护评估，加强对第三方软件开发工具
包的安全审核和管理，做好用户个人信息保
护的事前防护措施。同时，第三方软件开发
工具包提供者应完善个人信息保护合规体
系，向APP开发运营者及最终用户公开收集

使用个人信息规则。
对于应用商店，《白皮书》 认为，其作

为APP分发平台，应加强APP上架审核和在
架监测管理，拒绝存在恶意行为和明显违规
的上架申请，及时处置在架监测过程中发现
的和监管部门要求下架的违法违规APP。

在APP治理过程中，监管部门将继续发
挥重要作用。此前，工信部按照《关于开展
纵深推进APP侵害用户权益专项整治行动的
通知》等部署，针对APP欺骗误导用户下载、
超范围高频次索取等违规行为进行检查。

对属地内存在欺骗误导用户下载、过度
索取权限、违规收集个人信息等行为的
APP，各地通信管理部门着手整治。记者梳
理发现，近几个月来，山西、辽宁、浙江、
广东、四川、贵州、陕西等地通信管理局积
极开展APP技术监测，对上百款违规情节严
重、拒不整改的 APP 进行了下架处理。其
中，北京市通信管理局下架“道客阅读”

“乐居买房”“e袋洗”等16款侵害用户权益
的APP，其中8款APP存在强制、频繁、过
度索取权限的问题。

未来，APP治理工作还将继续加力。聚
焦用户反映的各类违规问题，工信部表示将
对移动互联网服务涉及的诸多环节进行全链
条、全覆盖监管，主要实现3个“全覆盖”——
对手机、平板各类终端全覆盖；对应用商
店、第三方软件开发工具包、预置预装等关
键的责任链环节全覆盖；对APP技术检测全
覆盖，让用户权益得到全方位保护。同时，
提升个人信息保护水平，督促主要互联网企
业建立客服热线，响应用户诉求。在建立长
效机制方面，将围绕移动互联网服务、个人
信息保护等重点领域，进一步完善激励机制
和问责机制，强化技术手段，激发企业自身
改进服务、提高水平的动能。

3月22日，在上海票据交易所、广西壮族自治区
地方金融监管局、人民银行南宁中心支行的共同努
力下，全国首笔NRA账户（境外机构境内账户）跨
境电子银行承兑汇票业务成功落地广西大锰锰业集
团有限公司，落地金额384万元。该笔业务的成功办
理，进一步推动了广西面向东盟的金融开放门户建
设，提升了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有效助
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广西大锰锰业集团有限公司主要从事锰矿开采
和锰系产品进出口加工产销业务，与境外供应商通
常采用进口信用证或电汇方式进行结算。近年来由
于国内锰矿需求快速增长，公司急需提高对外采购
跨境支付结算效率。桂林银行在了解到客户需求
后，将票据结算优势和NRA账户功能相叠加，创新
推出内外贸一体化的实用金融工具——跨境票据
通，实现国内主流贸易结算工具与跨境产业链有机

衔接。该业务模式即由大锰锰业的境外交易对手
（出口商） 在银行开立人民币NRA结算账户，大锰
锰业开立以出口商为收票人的电子银行承兑汇票进
行跨境结算，将货款支付至出口商的人民币NRA结
算账户，出口商持有票据到期兑付后，将人民币资
金划往境外使用或向境内支付采购货款。

该项业务将银行承兑汇票引入对外贸易，延展
了国内传统票据使用的对象和场景。与传统国际结
算方式相比，跨境票据通业务操作简单，手续便
捷，可复制性强，适用于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大
宗商品交易等多种类型跨境供应链上下游产业，能
充分利用境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大幅提
升跨境贸易支付结算便利性。此外，新业务通过人
民币计价结算，丰富了人民币跨境流通载体，有效
降低企业汇率风险，为助推人民币国际化、高质量
服务本土企业“走出去”提供了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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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和信息化部治理部分APP强制要求下载等问题——

不下载就不让看？这类APP要整改
本报记者 汪文正

想要浏览链接，却遭遇
“不下载APP（移动应用）就不
给看”；愿意下载还不行，APP
又要求获取定位、摄像和录音
等权限……近日，针对部分网
站在用户浏览页面信息时强制
要求下载APP等问题，工业和
信息化部督促相关互联网企业
进行整改。

诱导下载背后，有可能存
在哪些侵害用户权益的行为？
下一步，如何有针对性地开展
APP整治，营造良好的移动互
联网行业生态？

全国首笔NRA账户跨境电子银行承兑汇票业务落地广西——

银行承兑汇票引入对外贸易
庞革平 韦京诗

全国首笔NRA账户跨境电子银行承兑汇票业务落地广西——

银行承兑汇票引入对外贸易
庞革平 韦京诗

◀近期，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
理中心通过互联网监测发现15款移动
APP及1款SDK（第三方软件开发工具
包） 存在隐私不合规行为，违反 《网
络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相关规
定，涉嫌超范围采集个人隐私信息。

朱慧卿作（新华社发）

▶帮助老年人跨越“数字
鸿沟”，需要指导老年人学习手
机 APP 使用方法，提高老年人
的智能手机使用体验。图为日
前，在江苏省海安市南莫镇一
家超市门前，志愿者指导老年
人使用手机APP扫描二维码。

翟慧勇摄（人民视觉）

▲日前，在湖南省郴州市嘉禾县石桥镇岐
峰茶场，茶农们正忙着采摘今年的“明前茶”。

黄春涛摄（人民视觉）
采摘采摘““明前茶明前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