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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中国

个人隐私要保护

支付扫码、买菜订餐、购物消费、办公学
习……APP的触角已深入百姓衣食住行，广
泛应用在各类生产生活场景中，成为满足人
们日常社交、购物、娱乐等需求的重要平
台。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
4月末，国内市场上监测到的APP数量为231
万款，4月当月净增1万款。

然而，行业规模不断壮大的同时，APP
“长”出的麻烦也不少，其中，对用户个人信息
保护不到位的问题尤为突出。日前，工信部通
报 84 款存在侵害用户权益行为的 APP，所涉
问题普遍为“超范围收集个人信息”“违规收集
个人信息”“APP强制、频繁、过度索取权限”。

最近，来自浙江省杭州市的李先生饱受各
类商家推销电话的困扰。“前不久注册一款
APP时输入了手机号等个人信息，打那之后每
天都接到各种卖产品的电话。我的手机号是
不是被泄漏了？”

李先生的烦恼并非个例。采访中，一些

APP用户向记者吐槽：“在房屋中介APP上点
击授权看房，结果连着好几天接到不同中介
的电话”“明明勾选了拒绝消息推送，但每次
点开APP还是得重新选择，直到接受推送才
罢休”……

“APP涉及不合规运营的常见表现就是个
人信息保护不到位。”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廖怀学告诉本报记者，除了上述工信部通报的
几类问题，目前 APP 在个人信息保护方面不
合规现象还包括违规使用个人信息、APP强制
用户使用定向推送功能、未向用户明示申请的
全部隐私权限等，“这些行为违反了《个人信息
保护法》的基本要求，侵害了用户个人信息保
护权益。”

为保障用户的信息安全及合法权益，不少
企业正积极采取措施。例如，微信近日发布

《关于进一步加强平台违法违规行为深度治理
的公告》，提出将继续投入技术、人力、资源，细
化对于违法违规行为的治理工作，对采取技术
手段恶意对抗、重复违规以及违规情节严重的
账号主体责任人，将采取封禁账号、冻结账户
等强有力的处理措施。

违规广告应关掉

除了个人信息保护问题，APP里杂乱的广
告也让用户不堪其扰。“很多APP的广告页面

‘关闭’按钮设置过小，想跳过却总是误触进
商品页。”大学生小赵抱怨道，“还有些软件开
屏摇一摇就会跳转到别的APP。以前的广告
页面‘不敢点’，现在甚至‘不敢动’了。”

对于用户投诉较多的广告“关不掉”等问

题，工信部在去年7月开展专项整治活动，取
得阶段性成效。有关人士认为，面对 APP 的
新问题，强有力的监管措施不可或缺。

“目前，中国广告协会正组织互联网平台
企业等有关主体共同起草《移动互联网应用程
序广告行为规范（征求意见稿）》，从合法性原
则、透明性原则、适度原则、个人信息保护原则
出发，明确包括弹窗广告、开屏广告、信息流广
告等各类广告的展示、点击、关闭、应用分发、
广告投诉行为要求。”廖怀学向记者透露。比

如，《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广告行为规范（征求
意见稿）》明确了开屏广告有关行为规范：广告
开始展现时，应显著、清晰表明易识别的“关
闭”“跳过”标志；为避免用户误触，要求开屏广
告限定点击区域，且该区域应有“查看详情”

“点击下载”等明确点击后才会触发结果的指
示字样。

专家认为，《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广告行
为规范（征求意见稿）》出台后，在监管作用下，
互联网广告乱象有望逐步规范，用户权益也能
得到更好保障。

合规运营当自律

为了进一步规范APP信息服务，日前，国
家网信办修订的《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信息服
务管理规定》正式发布。国家网信办有关负责
人介绍，新规旨在进一步依法监管移动互联网
应用程序，促进应用程序信息服务健康有序发
展。在内容上，新规对信息内容主体责任、真
实身份信息认证、分类管理、行业自律、社会监
督等均作出规定。

业内人士指出，新修订的《移动互联网应
用程序信息服务管理规定》有很多新变化、新
亮点。比如，新规将APP信息服务纳入规范，
拓展了 APP 分发类别；全方位规范了 APP 提
供者和 APP 分发平台的责任，完善移动互联
网生态治理体系。“新规确立了‘谁呈现谁负
责’机制，要求APP提供者应对信息呈现结果
负责。在数据和个人信息方面，新规强调APP
提供者应履行数据安全保护义务，处理个人信
息应遵循合法、正当、必要和诚信原则。此外，
新规还要求完善未成年人网络实名制，落实未
成年人防沉迷义务，进一步落实了2020年新
修订《未成年人保护法》网络保护的要求。”廖
怀学说。

专家认为，实现APP合规运营，不仅要立
规矩，还要强落实，这需要相关主体共同努
力。用户应提高权利保护意识，发现 APP 侵
犯其合法权益的，要积极拿起法律武器维权，
可以向主管监管机关投诉，或向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同时，企业要积极履行合规义务，建立
起企业内部合规管理制度并在日常运营中严
格遵守。行业也要发挥好自律作用，积极出台
相关自律规范，力促 APP 合规运营。加固规
则防线，将为 APP 健康有序发展进一步织密
责任网、安全网，使网络空间更清朗，让人们更
好享受“指尖精彩”。

强化信息安全 保护网民权益

应用程序，立规矩方能行得远
本报记者 廖睿灵

与人社交，微信成主要媒介；日常购物，电商是重要平台……

如今，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以下简称“APP”）正在人们的生活场

景中扮演重要角色。然而，APP侵犯用户隐私、广告纷杂等行业

乱象也时常“弹出”。作为网民出入网络空间的第一入口，APP的

合规运营不仅决定了用户的使用体验，也对营造清朗的网络环境

至关重要。

没带现金？扫码就行！

扫码骑单车、买电影票、逛商场购物、
家里缴煤气费……前些天，广州市一家企
业的“90后”职员王伟打开一款移动支付应
用的年度账单发现，一年中自己大多数付
款都是通过移动支付完成。“我已经很久没
有掏钱包了。现在付款，总是习惯性地拿
出手机扫一扫。”王伟说。

不仅年轻人玩得溜，中老年人也开始
喜欢扫码。去菜市场买菜没带现金？“带手
机了吧，扫码就行！”在北京市通州区一个
农贸市场里，摆摊卖菜的陈阿姨见到顾客
没带现金，就会熟练地指一指收款二维
码。快60岁的她，每天都在和收付款二维
码打交道。她说：“现在年轻人买菜都喜欢
扫码，慢慢地我也学会了，收钱不用找零，
快得很，多方便呀。”

中国支付清算协会发布的《中国支付
产业年报2022》显示，截至2021年底，中国
网络支付用户规模达9.04亿，占网民整体
的87.6%。

移动支付的应用场景覆盖百姓生活方
方面面，成为主流零售支付方式。相关报
告显示，移动支付较为活跃的有商场、便利
店及餐饮类中大型实体商户，小摊贩、菜
场、水果店等小型实体商店，以及交通出行
场所、电商平台等，移动支付生态圈逐步形
成。网友说，移动支付受青睐，得益于其操
作简单便捷、无需带现金或银行卡的特点，
同时，市场主体的优惠促销活动多、移动支
付应用场景不断拓展等，对用户习惯的培
养也起到重要作用。

线上跨城缴费便民

“现在用手机小程序就能缴纳社保费，
再也不用像以前那样专门跑一趟了！”在深
圳市打工的小吴家乡在内蒙古，如今收到
关于缴纳城乡居民医保的通知时，他只需
要在手机上搜索“社保缴费”微信小程序，
指尖轻点就能在异地快速完成缴费。

近年来，各地税务部门不断提升数字

化服务水平，社保缴纳渠道越来越多，缴费
方式也愈发灵活。去年，内蒙古、上海、安
徽、宁夏、广东深圳等地相继开通微信小程
序缴纳社保的通道，全国支持小程序登录
社保缴费的省市和地区增加到25个。根据
今年 3 月发布的《2021 微信支付智慧社保
数据报告》，过去一年，用户共通过微信支
付缴纳社保超 7.5 亿笔，同比增长逾 30%，
其中江西、贵州、河南等地异地缴纳社保人
数最多。在支付宝应用中，目前已支持全
国292个城市的社保查询及社保缴费业务
办理。

各地公共服务部门还通过在微信、支
付宝等移动支付应用上开设“窗口”，让群
众不用跑腿或少跑腿，坐在家中也能缴费、
办事。比如，移动支付平台积极配合各省
市数字政务建设，开通“数字市民中心”，联
合各地政府部门提供公安、公积金、医疗、
环保、税务、民政、教育、水电燃、交通出行
等多种服务。在广东，税务部门联合微信
支付打造了小程序“粤税通”，可提供办税、
申报纳税、开具发票、社保税务、涉税查询
等112项服务。

随时防范安全风险

清华大学互联网产业研究院副院长刘
大成说，移动支付操作便捷，没有时空限
制，降低了交易成本和费用，为用户节省了
时间和精力，大大提升交易效率，有效促成
各类贸易，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移动支付在让人们消费购物更方便的
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风险和烦恼。“被骗？
我没被骗啊，你不懂别瞎说。”刚接到反欺
诈中心客服人员的电话时，58岁的张女士
还在为一笔本应转给“炒股大师”的钱被平
台方截停而生气。经过客服人员耐心解
释，张女士决定和家人商量一番再做决
定。半小时后，张女士给客服人员打来电
话道谢：“我的一个朋友转了2万多块钱后，

‘炒股大师’就联系不上了。这次多亏了你
们提醒，我才没有被骗。”

为了防范移动支付带来的诈骗和安全
风险，不少企业在行动。如中国银联云闪
付APP业务已实现主要场景对接用户风控
系统，并触发不同强度的处置建议；腾讯升
级“钱袋子守护计划”，加强对用户的事前
安全教育、事中增加可疑交易防骗客服提
醒和延长“冷静期”，并针对资金支付环节
进行重点识别与打击。

银联专家提示消费者，要保护好个人
信息。切勿将自己办理的手机卡、个人银
行卡、对公账户及结算卡以及微信、支付宝
等第三方支付平台账户买卖、租赁给犯罪
分子；注意识别套路，防范不法分子以“高
利理财”“虚拟币投资”“直播交友”“网络借
贷”为噱头进行诱惑、实施欺诈。

日常消费扫扫码，居家缴费动动手……随着移动支付快速发展，
很多中国人有这样的切身体会，“现在出门不用带钱包，带上手机就够
了”。普及度越来越高、覆盖面越来越广，移动支付逐渐成为人们的生
活和消费习惯之一。中国支付清算协会日前发布的《中国支付产业年
报2022》显示，2021年中国国内银行处理的移动支付业务笔数和金额
分别是2012年的282.67倍和228.13倍。经过近10年的发展，移动支
付已是日常生活的一个“标配”。

中国网络支付用户达9.04亿，占网民总数87.6%

轻轻一扫，账单付好
本报记者 彭训文

一家非常有香港特色、名叫“好兄弟”的茶
餐厅里，忙碌却充满生活气息。整部剧的故事
就从此处开始讲起——电视剧《狮子山下的故
事》 日前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腾讯视频

播出，网友每日追剧，引发共鸣。该剧以4个家
族两代人的视角，讲述了一群普通人在香港
打拼的故事，寻常烟火气和浓郁人情味打动
了不少观众。

该剧日前在香港举行开播仪式，6月20日
起在香港播出。香港和内地网友纷纷留言，

“茶餐厅文化是香港很重要的文化形式”；“香
港人对茶餐厅有着特殊的感情，几乎每个香港
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关于茶餐厅的故事”；“茶餐
厅参与着香港人的喜怒哀乐，与他们的生活息
息相关”。

狮子山是横跨香港九龙与新界的一座山。
主创人员表示，这座山象征着香港普通市民坚
韧不拔、守望相助、同舟共济的精神。他们在
面对逆境仍能灵活应对，相信凭着自己双手努
力打拼，定会迎来更好的生活。剧中人经历了
香港回归祖国、亚洲金融风暴、非典疫情、国
际金融危机等数十年岁月，也见证了香港回归
祖国后，走向繁荣安定，最终融入大湾区再次
出发的发展历程。

《狮子山下的故事》充满生活气息
杨 晓

《狮子山下的故事》剧照。
图片来源于网络

在重庆市沙坪坝区三峡广场的永辉超市嘉茂店，市民用手机支付购买商品。
孙凯芳摄（人民图片）

在重庆市沙坪坝区三峡广场的永辉超市嘉茂店，市民用手机支付购买商品。
孙凯芳摄（人民图片）

在山东省临沂市沂南县岸堤镇岸堤社区，志愿者为老年人智能手机安装反诈骗应用
程序。 杜昱葆摄（人民图片）

浙江自然博物院打造的浙江自然博物院打造的““2424小时博物馆小时博物馆””日前在浙江省杭州市亮相日前在浙江省杭州市亮相，，该博物馆是该博物馆是2424小时开小时开
放的国有博物馆放的国有博物馆。“。“2424小时博物馆小时博物馆””面积面积300300平方米平方米，，精选浙江地区的精选浙江地区的300300余件动植物和矿物标本余件动植物和矿物标本
进行展示进行展示。。在在““2424小时博物馆小时博物馆””里里，，数字化手段随处可见数字化手段随处可见———按动展柜上鸟类标本下的按钮—按动展柜上鸟类标本下的按钮，，就就
能听到悦耳的鸣叫能听到悦耳的鸣叫；；把鱼类简笔画上色后把鱼类简笔画上色后，，用用ARAR（（增强现实增强现实））装置扫描装置扫描，，投影幕布上就有鱼儿轻投影幕布上就有鱼儿轻
盈流动盈流动；；在摄像头前扫描植物画板在摄像头前扫描植物画板，，VRVR（（虚拟现实虚拟现实））屏幕上的花卉活色生香屏幕上的花卉活色生香。。图为家长带小朋友图为家长带小朋友
在博物馆参观在博物馆参观VRVR花卉花卉。。 连国庆连国庆摄摄（（人民图片人民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