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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广告
对你说不,有点难

精准推送、无法一键关闭、违规获取用户信息

一些 APP 的广告无法一键关

闭，微信朋友圈会推送个性化广告，

而且根本找不到关闭选项，有些

APP还会强迫用户在使用前“欣赏”

长达几十秒的广告，让人不胜其烦。

12月16日，上海市消费者权

益保护委员会发布了《APP广告消

费者权益保护评价报告（2020）》。

上海市消保委连续15个月对1600

个不同类型的APP进行广告监测后

发现，APP广告“关不掉”、个性化

广告推荐“不可选择”等问题

较为突出，部分APP广告

还存在违规获取用
户信息、未经用户

允许就私自下载新

APP等问题。
科日

获取用户信息
完成广告推荐

技术专家指出，APP广告多为精准推送型广告，
大量APP广告后台还采用竞价交易模式，这种投放模
式都以获得消费者的大量信息为前提。

“现在有画像和追踪的技术，完全可以做到知道
你想买什么或猜到你想买什么。”APP专项治理工作
组专家何延哲告诉记者。

业内专家表示，直接或间接获取用户数据、完善
用户画像的方式有很多。最常见的用户数据来源依
然是用户的个人资料和浏览数据，包括搜索记录、在
各个页面的停留时长、从哪个页面进入哪个页面等，
从而为用户建立起一套包含多个标签的画像，比如

“男性、研究生毕业、40岁、收入偏上、已婚、有一子、
养宠物等”。

更不易被察觉的是嵌入在APP内的SDK（软件
开发工具包）。它是APP内提供特定功能或服务的插
件，比如广告、支付、地图等。SDK的意义在于，当开
发者需要调用某项功能时，不需要从头自行开发，只
需要接入SDK即可。

专家解释，当甲、乙两款APP都采取了同一家广
告SDK时，那么甲和乙收集的数据都可能上传至这
一个SDK上，甲和乙之间天然形成了数据共享。用
户在甲上的搜索记录和使用习惯有可能就会被反映
在乙上。

确实，近年来，由第三方SDK引入的个人信息安
全问题不容小觑。12月22日，媒体发布的《个人信息
安全年度报告》显示，其对60款APP收集使用个人信
息的情况进行测评分析发现，平均每款APP使用11.3
个SDK。而对20款头部SDK测评结果显示，有三成
SDK实际获取的权限超出其在官方文档中声明获取
的权限，有隐瞒收集用户个人信息的嫌疑。

APP广告想关掉
确实不易

你可以给我推送广告，为什么我就不能
关闭呢？这也是APP广告的最大槽点之
一。

“《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提出，可以给
用户画像，推送广告，但用户有知情权、控制
权、删除权。”何延哲说。

根据广告法，“以电子信息方式发送广
告的，应当明示发送者的真实身份和联系方
式，并向接收者提供拒绝继续接收的方
式”。可《APP广告消费者权益保护评价报
告（2020）》对600款APP的广告行为进行
深度分析后发现，58%的APP含有广告，其
中69.7%的广告没有“关闭键”。同时，针对
600款APP相关功能设置测试发现，仅有
14.5%的APP可以找到个性化广告推荐关
闭入口。

找到关闭入口，也并不那么容易关掉广
告。有媒体报道，记者在专家的指点下，通
过“我-设置-关于微信-《微信隐私保护指
引》-腾讯《隐私政策》-广告-关于广告-如
何管理您看到的广告-管理-个性化推荐广
告-登录”等足足10多个页面，才关闭了微
信朋友圈个性化广告推荐功能。但微信同
时提醒，关闭该功能后“您仍然会看到广告，
但相关性会降低”；而且用户主动选择关闭
个性化广告推荐的有效期只有6个月。之
后若不重复以上操作，微信朋友圈又会自动
推荐个性化广告。

要给用户一个说不的机会
至于APP广告发布平台出于什么目的不赋予消

费者关闭广告的权利，何延哲分析，这与免费的互联
网商业模式有关，消费者已经习惯了在互联网上免费
获得信息，但商家总要赢利，广告无疑是一种好的支
撑方式。如果大家都把广告关闭了，这种商业模式就
无法支撑。

何延哲本人其实并不太反感互联网跨平台的广
告，因为他知道这中间传递的信息是针对设备的用户
画像，而不是个人可识别的信息，比如手机号、身份证
号、住址。“我们不是要完全禁止个性化广告，如果不
存在个性化广告，那就只能回到传统媒体的广告时代
了。”何延哲说，但商家推送广告也要适度，并且给用
户一个关闭的权利。

何延哲认为，当前最大的问题是广告逻辑不够透
明。一定要让消费者清楚，APP收集了哪些个人数
据，这些数据的用途是什么，消费者能否禁止别人使
用这些数据。

所幸的是，针对这种广告乱象，相关部门已经开
始重拳出击。今年7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纵深
推进APP侵害用户权益专项整治通知》，重点聚焦
APP和SDK违规处理个人信息、设置障碍、频繁骚扰
用户、欺骗误导用户以及应用分发平台落实责任不到
位等问题。

有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第三季度末，国内市场
检测到的APP数量超过350万款。工业和信息化部
新闻发言人、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闻库12月24日表
示，截至目前，已经对52万款APP进行了技术检测工
作，发现了一批有问题的APP，责令1571款违规APP
进行整改，公开通报了500款，对整改不到位的及拒
不整改的直接下架，涉及120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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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经最终核实

2019年我国
GDP增长6％

据新华社电 国家统计局30日发布数据，经最终核实，
2019年，国内生产总值现价总量为986515亿元，比初步核
算数减少了4350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6％，
比初步核算数下降0.1个百分点。

按照我国GDP核算和数据发布制度规定，年度GDP核
算包括初步核算和最终核实两个步骤。近日，根据国家统
计局统计年报、财政部财政决算和有关部门年度财务资料
等，国家统计局对2019年GDP数据进行了最终核实。

据了解，年度GDP初步核算在次年1月20日之前完
成，年度GDP最终核实一般在隔年1月份左右完成。年度
GDP初步核算数时效性很强，所依据的基础资料都是月度
资料和季度资料。之后，随着基础资料不断增加，特别是年
度财务资料陆续报送，按照各国的通行做法，应当根据更加
全面、可靠的基础资料适时修订GDP数据。

不正当价格行为

京东天猫唯品会
各被罚50万

据市场监管总局网站昨日消息，京东、天猫、唯品会三
家企业在“双11”期间因违反《价格法》共被罚150万元。

针对“双11”前后消费者反映强烈的网购先提价后打
折、虚假促销、诱导交易等问题，根据价格监测和投诉举报
等有关线索，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北京京东世纪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京东）、杭州昊超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天猫）、广州
唯品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唯品会）三家企业开展自营业务
不正当价格行为进行了调查，并于2020年12月24日依据
《价格法》第四十条、《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第七条
作出处罚决定，对上述三家企业分别处以50万元人民币罚
款的行政处罚。 中新

沪指重返3400点，煤炭板块领涨

创业板大涨超3%
创逾5年新高

昨日，沪深股指双双反弹。上证综指重返3400点整数
位，与深证成指同步实现1%以上的涨幅。创业板指数表现
强势，一度冲高至2909.19点，大涨逾3%。值得注意的是，
创业板指、深成指收盘均创下逾五年新高。沪深两市分别
成交3775亿元和4695亿元，总量较前一交易日略有减少。

截至收盘，沪指报 3414.45 点，涨幅 1.05%，成交额
3775.42亿元；深成指报14201.57点，涨幅1.66%，成交额
4694.68亿元；创业板指报2900.54点，涨幅3.11%；上证50
指数报3574.13点，涨幅1.61%。值得注意的是，创业板指、
深成指收盘均创下逾五年新高。

科创50指数走势强于沪深大盘，收报1362.91点，涨幅
达到1.90%。

沪深两市上涨个股数量略多，近80只个股涨停。
盘面上，煤炭、证券、酿酒、日用化工、工程机械等板块

领涨，酒店餐饮、船舶、交通设施、旅游、建材等板块跌幅居
前。

中原证券指出，由于年底临近，市场缺乏持续领涨的主
流热点，存量博弈的特征较为显著，致使沪指继续围绕
3400点窄幅波动。建议投资者继续关注政策面以及资金
面的变化情况，同时密切关注顺周期行业，以及部分调整充
分的成长行业元旦后的投资机会。

中信建投表示，在资金面和情绪面的双重牵引下，2021
年一季度股市景气度有望短期向上，上市券商的估值与业
绩将从中受益，春季行情依然可期。 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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