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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电话业务，为何要
电话权限？

国 家 互 联 网 应 急 中 心 发 布 的
《2019年上半年我国互联网网络安全
态势》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家互联
网应急中心通过自主捕获和厂商交换
获得移动互联网恶意程序 103 万余
个，通过对恶意程序的恶意行为统计
发现，排名前三的分别为资费消耗
类、流氓行为类和恶意扣费类。

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监测分析发
现，在目前下载量较大的千余款移动
APP 中，每款应用平均申请 25 项权
限 ， 其 中 不 少 APP 与 电 话 业 务 无
关，却申请拨打电话权限，数量占比
超过30%。在个人隐私方面，每款应
用平均收集 20 项个人信息和设备信
息，涉及社交、出行、招聘、办公、
影音等各方面。此外，大量 APP 有
探测其他 APP 信息、读写用户设备
文件等异常行为。

隐私的“钥匙”不要说
给就给

当 APP 越界搜集用户的隐私信
息时，这对用户个人信息安全造成的
威胁不容小觑。因此，消费者应增强
安全意识，加强对 APP 索权的重视
程度，审慎对待 APP 索要的每一项
授权。但不同类型授权的背后，究竟
隐藏着怎样的风险？对此，记者做了
简单的归纳整理。

如若授权 APP 读取位置信息，一
旦位置信息被不法分子利用，或导致
财产盗损甚至引发人身伤害；如若授

权 APP 读取存储设备权限，重要文
件、隐私照片有可能泄露；如若授权
APP 读取电话权限，就有可能被查看
和修改通话记录、查看本机号码及设
备 ID，APP还可能获取通话状态和正
在拨打的电话号码，甚至直接挂断电
话；如若授权 APP 通讯录功能权限，
APP可能会读取、修改通讯录，这样联
系人的信息可能泄露；如若授权 APP
短信功能权限，那么 APP 可能会收
发、读取和删除短信，用户进行银行转
账、网站登录的验证码也可能被读取，
容易造成财产损失；如若授予获取摄
像头、麦克风权限，那么用户打开设备
的摄像、拍照、录音功能时，APP 可能
会窥探用户生活隐私。

总之，对手机用户而言，一定
要“长点心”，尽可能地保证个人隐
私信息的安全，然后再享用 APP 带
来的便捷。互联网企业要认识到，
无底线的“强制索权”不仅有违商
业道德，而且违法违规，应确保相
关应用索取的权限与功能相匹配，
并妥善使用这些权限，避免伤害用
户权益。

举报信息近8000条，百
余家企业须整改

一些网站和 APP 强制索权、过
度索权、超范围收集个人信息，有的
APP 甚至向用户索要 70 余项权限，
而一旦被拒绝，整个应用都将无法使
用。某些软件开发者的“蛮横”行为
激起用户的不满，也引起了有关部门
的重视。

近日，由中央网信办等指导举办
的“2019 年网络安全博览会”展示

了今年 1 至 9 月中央网信办等 4 个部
门开展 APP 个人信息保护专项治理
工作的成果，其中就包括近 600 款
APP的违法违规使用个人信息评估和
处理情况。

中央网信办网安局一级巡视员
兼 副 局 长 杨 春 艳 提 到 ， 针 对 当 前
APP 强制授权、过度索权，超范围
收集个人信息、违法违规使用个人
信息等数据安全问题，中央网信办
起草了 《APP 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
人信息行为认定办法》、国家标准

《移动互联网应用 （APP） 收集个人
信息基本规范 （草案）》 等系列制
度文件。

此外，就目前 APP 专项治理行
动 取 得 的 阶 段 性 成 果 ， 杨 春 艳 表
示，今年 1 月以来，中央网信办、
工信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联
合开展了一系列综合治理活动：指
导成立 APP 专项治理工作组；开发
了举报平台，建立专门针对 APP 违
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举报渠
道，至今已收到近 8000 条举报信
息，其中实名举报占到近 1/3；并将
400 余款下载量大、用户常用的 APP
纳入了评估，向 100 多家 APP 运营
企业发送了整改建议函，评估发现
的问题得到整改落实；此外，通过
微信、网站等渠道加大宣传普及力
度，配合央视“3·15”晚会等对典
型 APP 违法违规收集个人信息行为
进行曝光，其目的是为了促进 APP
运营企业加紧整改。

“目前这项工作还在加紧推进，
我们将继续完善相关文件标准，加
大治理力度，不断提升 APP 个人信
息保护水平。”杨春艳表示。

打开手机的应用程序 （以下称 APP），输入 18 位社会保障号、姓名、8 位查询密码、

登录密码、手机号，你所有的个人信息有可能出现在别人的电脑后台上。

这是曾发生在央视“3·15”晚会上的一幕，主持人通过一款名为“社保掌上通”的

APP注册并进行社保查询，现场模拟了个人信息被远程截取的全过程。专家称，该社保查

询APP暗含多项不合理条款，强制、过度索取用户隐私，比如“您同意并授权我们使用您

的社保账户密码”以及“模拟您登录网站获取您的个人信息”等。但用户注册后，其个人

信息却被发往某大数据公司的网站，并且这一切是发生在用户毫不知情的状况下。

需要注意的是，类似“强制索权”、违法违规收集个人信息的APP并不少见。

“为中国的成就感到高兴”

此次出任驻华大使，对于哈什米来说是
“再续前缘”。2003 年至 2007 年间，她曾担任
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馆副馆长一职，中国对她
来说并不陌生。

时隔12年后“故地重游”，还是让哈什米
大使感到耳目一新，她高兴地跟我们分享她
的“新发现”：北京的天空很清澈，晚上可以
看到闪烁的星星；三环内已经很少能看到起
重机，到处都是高大漂亮的建筑……而其中
让她印象最深刻的还是中国朋友脸上洋溢的
快乐和幸福。哈什米表示：“这反映出中国确
实在进步，中国领导人针对经济社会发展、
改善民生的政策和愿景真正落了地，中国在
朝着既定的目标前进。作为好朋友，巴基斯
坦由衷地为中国取得的成就感到高兴。”

对于哈什米来说，中巴两国交往密切，
需要处理的事务很多，她忙碌到还没机会到
北京之外的其他地方去看看。在哈什米长长
的“愿望清单”上，有哈尔滨、西藏、杭
州，还有“辣椒之乡”湖南。而对于中国的
美食，哈什米表示“没有一个国家能像中国
一样做出那么美味的蔬菜”，中国的一些菜品
也摆上了巴基斯坦家庭的餐桌，“我们都特别
喜欢中国菜”。

“把中国人当成兄弟姐妹”

食物的交融正是两国互动的一个缩影。
中巴两国友谊源远流长，在中国，巴基斯坦

被亲切地称为“巴铁”；而在巴基斯坦，人们
用“流着奶与蜜的友谊”来形容两国关系。

谈及两国关系的历史渊源，哈什米高兴
地说：“中国在我们的文化里有着非常特别的
位置。”加之巴中国土相接，边境贸易活跃，
文化交往密切，巴基斯坦人民把中国人当成
自己的兄弟姐妹。“我们从小就知道，中国是
巴基斯坦在世界上最可靠的朋友，这深深地
烙印在我们的灵魂之中。”哈什米坦言。

当下，中巴友谊因两国的务实合作焕发
着新时代的活力。哈什米特别谈到了喀喇昆
仑公路的例子。喀喇昆仑公路是世界上平均
海拔最高的跨境国际公路，上世纪六七十年
代，中巴工程人员不惧艰险、劈山斩棘，打

通两国间唯一的陆路通道，完成了巴基斯坦
人眼中的“世界第八大奇迹”。这条也被称
为“中巴友谊公路”的重要通道，近年来得
到升级改造，两国贸易物流时间进一步缩
短，促进了当地经济社会和两国经贸合作的
发展。

喀喇昆仑公路升级改造的背后，是中巴
两 国 恢 弘 的 合 作 项 目 —— 中 巴 经 济 走 廊

（CPEC） 的顺利开展。目前，CPEC建设以基
础设施和能源项目为重点的第一阶段已经基
本完成，各能源项目都已投入商业运营。哈
什米充满期待地说：“现在，CPEC 即将进入
以经济特区建设为重点的第二阶段，这能将
CPEC 的更多经济和社会福利带给两国人民，

两国关系也将更加紧密。”

“希望把中国一切产品带回国”

对未来进一步拓展两国合作的深度和广
度，哈什米期盼殷殷。中国已连续5年成为巴
基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和第二大出口国，连
续6年位列巴基斯坦的外国直接投资来源国首
位。哈什米相信，随着中巴自贸协定第二阶
段议定书的生效实施，“两国人民将有更多机
会享受到来自对方国家的产品”。

“中国制造”在巴基斯坦广受欢迎，哈什
米本人就对中国不同地区的手工艺品情有独
钟。不久前，哈什米参观了园博会的中国
馆，中国各地琳琅满目的手工艺品让她大饱
眼福。此外，中国高科技产品、丝绸等也引
起了她的格外注意。“如果可以，我希望把中
国的一切 （产品） 都带回巴基斯坦。”

与此同时，哈什米也希望推动更多巴基
斯坦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农产品是巴基
斯坦对华出口的重点领域，哈什米期待未来
加大巴基斯坦果蔬的对华出口量，解决过去
因为包装和储存技术等造成的运输损耗问
题。“中国寒冷地区的农业在冬天受影响时，
巴基斯坦的土豆、洋葱、苹果、葡萄、杏、
樱桃、草莓等果蔬可以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
多选择。”哈什米说，“巴基斯坦芒果也享誉
世界，希望有一天在中国更多超市看到巴基
斯坦芒果。”

哈什米表示，旅游业也是深化两国合作
的重要领域。哈什米非常赞同习近平主席提
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她
认为保护好自然资源不仅是最普惠的民生福
祉，也可以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哈什米
说，巴基斯坦有发展旅游业的丰富自然资
源，“欢迎中国朋友大力投资巴基斯坦旅游
业，这也能进一步拉近两国人民的距离。”

对APP“强制索权”说不
海外网 陈亚楠

“中国是最可靠的朋友”
——访巴基斯坦驻华大使纳格玛纳·哈什米

海外网 张六陆

身着一袭黄色纱丽，脸上洋溢着温暖的笑容，亲切地称呼记者为“我的中国朋友们”——这是巴基斯

坦驻华大使纳格玛纳·哈什米给人的第一印象。

近日，在接受人民日报海外网专访时，哈什米大使动情地讲述巴中源远流长的友谊，并表达了在未来

推动两国关系向前发展的愿景。

采访手记

巴基斯坦驻华大使纳格玛纳·哈什米近照。 海外网 付勇超摄巴基斯坦驻华大使纳格玛纳·哈什米近照。 海外网 付勇超摄

提 起 巴 基
斯坦，中国人
往往会脱口而
出“巴铁！”中
国与巴基斯坦

“比山高、比海
深 、 比 蜜 甜 ”
的友谊一直是
海内外用户津
津 乐 道 的 话
题。如何把中
巴友谊的宏大
叙事转化为更
多让受众有参
与感、现场感
的细节？“我在
中 国 当 大 使 ”
栏目组在反复
探索后确定了
15 秒 Vlog 的传
播形式，力图
让受众更直观
感受到中巴友
谊的温度。

从 走 进 巴
基斯坦驻华大
使馆的第一刻
起 ，栏 目 组 的
手 机 、摄 像 机
等所有设备就
始终保持拍摄
状态。随处可
见 的 中 文 标
识 、极 具 中 国
特 色 的 水 墨

画、刻有泰山的石玺……我们的镜
头没有漏掉使馆里的任何一个中
国元素。

使 馆 一 层 走 廊 的 一 面 照 片
墙，更是成为我们镜头特写的对
象。这面墙挂满了从上世纪 60 年
代以来中巴两国领导人会晤的珍
贵照片，一张张老照片记录了中
巴关系一座又一座里程碑。通过
我们的镜头，带领受众穿越历史
长廊，在光影里捕捉中巴友谊的
一个个动人瞬间。

在 采 访 当 天 即 发 布 的 15 秒
Vlog 《这些老照片告诉你“巴铁”
有多铁》 引发受众热烈反响。海
外网微博网友表示“巴基斯坦也
是很多中国人心中的好朋友，铁
哥们，喜事一起庆祝，灾难一起
扛”；海外网“头条号”网友表示

“中巴友谊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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