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手机APP浏览了几款商品， 第二天打开台式电脑浏览网
页时会发现， 浏览器自动推送了自己看的那几件商品。” 生活
中， 不少人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对此， 有人表示感到后怕， 如
果这些信息只被用来推送商业广告， 还不至于有其它损失， 但
如果这些个人隐私被用来实施犯罪， 用户简直是毫无招架之力。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博博雅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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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33种生活必需品价格走势

（以上信息由北京市职工物价监督总站提供）

针对手机APP在给人们带来
便利的同时， 由于过度收集个人
信息， 也给人们带来了困扰。 3
月7日， 北京市消费者协会发布
的手机APP个人信息安全调查报
告显示， 近八成的被调查者被手
机APP采集过联系方式， 近九成
被访者担心个人信息被贩卖， 四
成以上的人在安装或使用手机
APP之前从来不看授权须知。

【现实】
四成多人使用APP
不看授权须知

“用户的姓名 、生日 、手机号
码、通信录、地理位置……”你或
许不知道， 这些信息都可能为一
些APP开发商赚取高额回报。

现实中， 目前市场上出现的
包括游戏、 生活、 教育等各类手
机APP软件都在调用收集用户尽
可能多的权限。 这样做的目的，
就是为了越来越了解用户的信
息， 当达到一定的程度之后， 其
商业价值就会越来越大。

随着部分手机APP过度收集、

违规使用个人信息， 导致大量个
人隐私信息泄露或被窃取， 甚至
引发各种信息诈骗等刑事案件，
给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严重
风险隐患。 为了解手机APP个人
信息安全问题， 北京市消费者协
会委托北京阳光消费大数据技术
研究院开展本次手机APP个人信
息安全调查活动。

调查结果显示 ， 安装手机
APP类型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购
物、 餐饮和音乐， 而被手机APP
采集最多的个人信息依次是联系
方式、 姓名和头像。 在3380名被
调查者中， 其中有41.16%的人在
安装或使用手机APP之前从来不
看授权须知。

同时， 面对部分手机APP运
营方打着为消费者提供精确服务
的旗号 ， 在消费者安装或使用
APP过程中， 尽可能的多收集消
费者的个人信息， 然后通过建立
精确“用户画像”，有针对性地推
送商业广告。 被调查者最担心被
采集的个人信息是身份证号和银
行账号， 最担心出现的问题是个
人信息被贩卖或交换给第三方以

及被利用从事诈骗和窃取活动。

【调查】
个人信息被泄露

多数人存有侥幸心态
据了解， 本次调查还利用技

术大数据和信息化手段， 对2017
年手机APP个人信息安全舆情信
息进行全面监测和汇总分析。 数
据显示 ， 去年舆论关注的手机
APP个人信息安全热点问题， 主
要集中在过度采集个人信息、 信
息被泄露或窃取 、 推送商业广
告、 遭受钱财损失及耗费手机资
源等五个方面。 其中遭受钱财损
失的舆情关注度最高， 其次是个
人信息被泄露或窃取、 过度采集
个人信息等。

通过调查也看出， 被调查者
对手机APP过度采集个人信息目
的的认知情况不一。 手机APP采
集的个人信息大多都涉及个人隐
私 ， 大多数被调查者认为手机
APP收集个人信息是为了推销广
告、 贩卖和交换个人信息， 也有
较多被调查者认为手机APP采集

个人信息， 是为了挖掘用户使用
习惯， 以提供更好的服务； 甚至
有不少被调查者存有授权手机
APP采集一次个人信息， 不会被
永远保存的侥幸心理。

调查结果说明， 消费者个人
信息保护职责分散且呈现边缘
化， 侵害后救济渠道不畅通。 加
上消费者维权意识不强， 遭遇个
人信息泄露并面临侵害时， 很少
有人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向消协或通信管理部门投诉、 报
警、 自认倒霉是被调查者个人信

息被泄露后采用的三种主要处理
方式， 均占到三成左右。 被调查
者个人信息泄露导致其权益受损
程度不深， 经济损失数额不大的
情况下， 很少有人采取司法途径
保护自身合法权益。

【建议】
慎重安装APP软件

不轻易点击陌生链接
手机 APP 个人信息的泄露，

不仅是个技术问题， 更是一个缺
少法规约束的问题。 调查显示，
当前个人信息安全保护问题仍然
不容乐观， 手机APP软件过度采
集个人信息已经成为网络诈骗的
主要源头之一。 目前有关法律法
规缺乏体系化， 保护范围模糊，
重原则轻细则， 自律规范多而监
管规制少。

为规范和治理手机APP个人
信息安全问题，市消协建议：一方
面， 要加快个人信息保护法立法
进程。 通过专门立法及完善相关
法律法规， 明确手机APP运营者
收集用户个人信息的原则、程序，
明确其对收集到的个人信息的保
密和保护义务。另一方面，要研究
落实实名制的范围和方式。 对某
一事项实施实名登记制度， 应当
有明确的法律依据， 避免信息采
集主体过多、 实名登记事项过滥
问题， 要改进实名信息采集方式，
尽量减少实名信息采集的内容。

特别需要提醒的是， 消费者
要提高个人信息安全保护意识。
比如 ， 消费者要慎重安装手机
APP软件， 不要轻易点击陌生链
接； 防范个人隐私的过度曝光，
避免在社交媒体上公开重要的个
人信息； 在不同媒体、 不同网站
上的账号密码应尽可能设置不同
的账号密码， 尽量不给不法分子
留下侵害漏洞。 如果个人信息受
到侵害， 应积极向有关部门投诉
举报， 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市消协：慎重安装APP 不要轻易点击陌生链接

丰台工商分局牵头召开
丰台区市场消费环境建设联席会

九成手机用户
认为个人信息被过度采集

为进一步优化丰台区市场消
费环境， 努力构建丰台区域 “大
消保” 工作格局， 完善 “事前防
范、 事中发现、 事后监管” 的监
管机制 ， 营造符合丰台区发展
实际的放心消费环境， 保护消费
者合法权益， 3月1日下午， 分局
组 织 召 开 了 丰 台 区 市 场 消 费
环 境 建设联席会2018年第一次
会议 ， 分局副局长张京出席会
议， 丰台区市场消费环境建设联
席会27个成员单位共同参会， 区
总工会、 团区委、 区文明办、 区
法治办、 区老龄委、 区社工委列
席会议。

会上， 分局通报了2017年全
年丰台区市场消费环境建设相关
工作情况： 积极开展消费教育宣
传活动 ， 处理投诉举报2万6千
件 ， 比上一年度增加170%， 全
面落实 “两项维权” 制度， 开展
“掌上维权微行动”， 市场消费环
境建设联席会各成员单位依据各
自职能协同配合， 营造出丰台区
放心消费的环境。 介绍了2018年
丰台区创建放心消费环境工作计
划： 一是协同配合， 进一步强化
丰台区市场消费环境建设联席会
有效运转； 二是坚持消费调解与
执法办案并举， 加强对消费侵权
行为打击力度； 三是凝聚社会资
源 ， 确保多元调解体系高效运
行， 进一步完善全社会消费维权
的参与机制； 四是认真落实 “为

民办实事 ”、 “放心消费创建 ”
等重点工作， 推进优化区域市场
消费环境工作效能。 之后， 分局
通报了近期放心消费创建工作的
相关情况， 简要解读了 《区域消
费 环 境 评 价 体 系 （ 征 求 意 见
稿）》， 并进行了研讨。 最后， 分
局副局长张京对市场消费环境建
设工作提出了相关要求。

这次会议是在 “3·15” 消费
者权益保护日即将到来的关键节
点召开的， 对于总结2017年丰台
区市场消费环境建设的经验， 统
一联席会各成员单位的思想， 明
确下一步工作方法和目标有着重
要意义， 为营造丰台区安全放心
的消费环境， 提高辖区居民的幸
福感和获得感， 促进放心消费创
建活动向纵深推进、 再创佳绩打
下了基础。

（李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