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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 击 手 机 网 页 却 跳 转 到

App”“并未调用App 却自行开启后

台运行”“某个App 被调用后自行调

用、激活众多其他App”……部分手

机App 持续“任性不服管”，不仅让

用户无奈，也损害用户权益，造成安

全隐患。

手机App 如此“任性”是何原

因？会增加哪些风险？漏洞如何堵

上？新华社记者就此展开调查。

“任性”App 各种“管不住”
“现在用QQ 浏览器打开腾讯

网，点击一个链接，就会自动蹦出腾

讯新闻App。”习惯通过手机浏览器

阅读网页的深圳居民小张说，这种情

况导致操作更繁琐，而且有被强迫使

用之感。

记者尝试多款其他浏览器发现

也存在此类情况。如通过Chrome

浏览器尝试百度搜索，有时会自动

启动百度App ；通过UC 浏览器打

开淘宝网，有时则会跳转到手机淘

宝App。

一家知名互联网企业CEO 曾公

开表示，因不满强制跳转启动，他选

择卸载百度App。

除“强制跳转启动”，记者发现，

安卓系统手机上多款App 存在频繁

自启动、关联启动，访问、读取手机用

户信息的情况。

如网易邮箱、QQ 等常用工具

App 几乎每天自启次数都在 100 次

左右 ；滴滴出行App 启动后在一分

钟之内尝试启动 9 款其他App ；途

牛旅游App 在自启动后的一分钟内

尝试启动 15 款其他App 后台运行。

部分办公、社交、娱乐类App 启动后

会在短时间内高频次访问手机照片、

文件，多者超万次，还有的则频繁读

取用户通讯录等信息。

此外，记者还发现，有App 在格

式化的隐私政策或相关规则中“藏”

入授权“跳转启动”“关联启动”等方

式的条款，诱导或迫使用户同意。

“任性”App“馋”的是利益
奇安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的一名工程师向记者透露，安卓系统

中，通过在App 程序中加入特定代

码，即可实现从网页向本地App 强

制跳转。“有的是点击一次链接就自

动跳转，有的是点击、使用多次会唤

起后台的App，让它接管用户原来在

网页操作的功能。”

该工程师表示，“自启动”“关联

启动”的原理与此类似，都是开发者

通过在系统加入特定代码让App 尽

可能处在“被使用”的“活跃”状态，

“用户如果不用App，就让App 自己

用、互相用。”

为何如此？记者从多名互联网

企业负责人处了解到，一款App 产

品的考核指标当中最重要的是“日活

跃用户”。App 被启用次数越多，“日

活”数据越好，商业估值就越高，盈

利能力就被认为越强。“为了抢占市

场，谁都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可以提高

App‘日活’量的方法。”一位企业负

责人说。

另外，一位软件工程师向记者

透露，在用户安装、首次打开或使用

App 等过程中授予的各类权限大都

是“一次授权、长期使用”，这意味着

App 只要启用，就可随时收集用户

相关信息，如位置、通讯录、安装应用

等。这些信息当前被广泛用于制作用

户画像、行为标签等方面，有巨大的

商业价值。“无利不起早，部分开发者

让App 这么‘勤奋’，‘馋’的是手机

里的用户信息。”

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副所长

周汉华认为，此类行为导致发生超

用户预期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

技术风险明显，同时也大大增加了

法律风险。

专家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网

络安全法》第 41 条规定，网络运营者

不得收集与其提供的服务无关的个

人信息，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

规定和双方的约定收集、使用个人

信息 ；工信部《移动智能终端应用软

件预置和分发管理暂行规定》第 5 条

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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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 违法违规收

集使用个人信息行为认定方法》和

国家相关技术标准也要求，收集个

人信息需满足最小必要原则，自动

收集个人信息的频率应是实现产品

或服务的业务功能所必需的最低频

率，不得随意扩大收集范围。

管住“任性”App ：
堵技术漏洞、强法律保障

针对手机App 过度收集用户信

息、用户隐私泄露隐患等问题，今年

5 月中旬，工信部通报了一批侵害用

户行为的App，并责令整改。

北京师范大学网络法治国际中

心高级研究员臧雷介绍，在操作系

统中允许App 通过自启动、关联启

动等方式被唤醒，其本意是增强手

机、购票机等电子设备覆盖和适用

各类应用环境的能力，方便用户在

各类应用间切换。但如果存在通过

权限等机制收集个人信息的行为，

且并未在隐私政策等规则中明确指

出具体目的的，其收集个人信息的

频度则涉嫌超出了业务功能实际需

要。“要解决此类问题，既要堵住技

术漏洞又要强化法律保障。”

奇安信集团工程师认为，安卓

系统权限过大，不同开发者可在安卓

系统上对底层代码自行修改，这是用

户管不住“任性”App 的重要原因，

而一些应用市场则对App 安全性审

核不严，致用户利益受损。

暨南大学网络空间安全学

院院长翁健等专家建

议，应 将“ 是

否存在超范围获取用户信息风险”列

为App 安全审查核心标准之一，不

能满足安全标准者不得进入市场。

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

孟博表示，对于App 提供的格式化

的用户协议或隐私政策，是否具有

法律效力，取决于网络运营者是否

尽到法律要求的合理提示义务，如

果存在通过格式条

款加重用户责任、

排除用户主要权

利 等 情 形，该 条

款无效。

另外，臧雷等

专家也提醒，

当前不少手

机操作系统

可以对App

运行情况进行

监测，用户应提

高信息安全意识，

定 期 检 查App 运 行

情况。
（据新华社）

874 万高校毕业生找工作进入冲刺阶段——

促进就业政策进展如何？

“强制跳转启动”“自启动”“关联启动”……

我的手机App　我咋管不住？

当下进入高校毕业季。今年全国

大学毕业生达 874 万人，高校毕业生

就业是稳就业工作的重中之重。今年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促进市场化社

会化就业，高校和属地政府都要提供

不断线的就业服务，扩大基层服务项

目招聘。“新华视点”记者梳理发现，

近期，各部委、各地密集出台各类政

策，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

多地扩大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等岗位供给
给小微企业发放招聘补贴

日前召开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

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电视电话会议

明确要求，要把高校毕业生就业作为

重中之重，抢抓离校前的关键期，开

展“百日冲刺”行动，破解就业结构性

矛盾。

记者采访发现，一些地方事业单

位、国有企业、“三支一扶”、临时公益

性岗位等招聘，针对高校毕业生的岗

位数量和比例相对往年有所扩大。

河北省今年高校毕业生数量同

比增加 3.7 万人，当地针对高校毕业

生开发设置城乡社区等基层公共就

业服务、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卫生

防疫等岗位 5000 个 ；天津市要求市

属国有企业今年招用高校毕业生规

模扩大 10% 以上，提供不低于 3000

个就业岗位。

人社部明确，今年在全国将招募

3.2 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从事“三

支一扶”工作，同比增加 5000 人。科

技部、教育部等部委下发通知，鼓励

科研项目开发科研助理岗位吸纳高

校毕业生就业。

为拓宽高校毕业生就业渠道，一

些地方发放招聘、创业补贴，增加见

习基地。广西明确，对招用高校毕业

生，与之签订 1 年以上劳动合同的小

微企业或社会组织，按照每人 2000

元的标准给予补贴，并给予 1 年的社

会保险补贴。上海市明确，对高校毕

业生首次在沪创业的，可申请一次性

8000 元创业补贴 ；对符合上海市产

业发展导向的高校毕业生创办企业

或创新团队，给予每年最高 50 万元

资助。青海省累计建立高校毕业生就

业见习基地 140 多家，提高毕业生就

业能力与匹配效率。

值得注意的是，受就业岗位整体

减少影响，高校毕业生继续深造延迟

就业意愿增强。武汉一所重点高校就

业负责人表示，往年本科毕业生考研

失败后再次参加考试的比例在 5%

左右，今年选择再次考研的或将明显

增加。

据了解，教育部硕士研究生、普

通专升本分别扩大招生规模 18.9

万、32.2 万，继续安排在高校开展学

制为两年、全日制学习的第二学士学

位教育，为高校毕业生创造更多再学

习机会。

定向帮扶疫情严重地区高校毕业生
“云招聘”成为春季招聘主流

今年就业形势下，来自湖北等疫

情严重地区毕业生就业面临更大挑

战，多地采取专项措施增强兜底保障。

记者梳理发现，目前已有广东、

天津、安徽等 10 多个省份，专门对湖

北籍高校毕业生发放 800 元到 3000

元不等的求职创业补贴。人社部会同

国资委、湖北省政府等启动实施“湖

北高校毕业生就业促进行动”，集中

发布优质岗位 40 万个。

湖北一所高校就业指导中心负

责人表示，受疫情影响，企业招聘应

届毕业生的岗位数量明显减少，毕业

生就业率比往年同期低 5 到 10 个百

分点。各地、各部门对湖北毕业生的

照顾与补贴，有助于化解毕业生求职

期间的经济和心理压力。

记者调查发现，受疫情影响，目

前“云招聘”成为春季招聘主流。据青

海省教育厅统计，今年青海省内预计

高校毕业生 21764 人，由于新冠肺炎

疫情影响，前一个阶段线下春招全部

停止。

青海民族大学就业创业指导中

心主任东珠加介绍，从 2 月份开始，

学校同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合作搭

建智慧就业平台，举办“2020 届毕业

生春季网络招聘会”“青海民族大学

2020 届毕业生春季网络视频招聘会”

等多场招聘会与宣讲会，实现毕业生

和用人单位网络交流对接。

近日，青海民族大学本科毕业生

张发萍收到盼望已久的入职通知邮

件。“由于疫情影响，今年学校所有春

季校园招聘全部搬到线上，从投递简

历到最终录取，全程在线上完成。”张

发萍说。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招生就业处

处长经晓峰表示，他们承担的“上海市

2020 届高校毕业生春季网络招聘会

暨少数民族毕业生网络专场招聘会”，

截至目前共在网络平台上提供岗位

58015 个，11726 名毕业生通过简历

初筛，部分学生已通过面试被录取。

一些高校就业指导负责人介绍，

目前，大多数高校都已拥有线上招

聘、线上签约、线上派遣等平台，实现

“云招聘”已不存在技术障碍 ；与此同

时，一些行业受疫情影响，招聘岗位

数量减少，加上线上招聘效率、效果

不如传统校园招聘，就业工作仍然面

临不小挑战。

扶持政策需要尽快细化落地
充分做好未就业大学生保障

不少应届毕业生反映，今年招聘

市场上不仅岗位减少，就业门槛也有

不同程度提高。Boss 直聘研究院调

查数据显示，今年春季招聘中，应届

生招聘岗位中明确要求本科及以上

学历的占 49.5%，较去年同期高出 13

个百分点。

教育部等部门和单位从 5 月份

到 8 月中旬，针对 2020 届普通高校

毕业生就业创业重点组织开展升学

扩招吸纳、充实基层、扩大参军入伍

等十大专项行动，帮助毕业生顺利毕

业、尽早就业。

在多项政策推动下，目前，有的

地方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已取得初步

成效。黑龙江省教育厅 5 月 26 日公布

数据显示，全省高校毕业生签约就业

率 40.45%，较去年同期上升 7.13 个

百分点 ；青海民族大学应届毕业生就

业率也比去年同期略有提高。

业内专家认为，受经济运行压

力和新冠肺炎疫情叠加影响，社会用

人需求不确定性增大，地区、行业、专

业、学历层次间的就业不平衡加剧，

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压力不容

小觑。

长期关注就业问题的中央党校

教授周天勇表示，当前 2020 届毕业

生求职已经进入冲刺阶段，一方面相

关部委和地方出台的扶持政策应尽

快细化落地，助力高校毕业生实现就

业 ；另一方面在充分评估疫情形势，

做好防控基础上，加快毕业生返校步

伐，为他们参与学校就业辅导、企业

实习招聘提供便利。

业内人士建议，各地充分用好就

业补助等资金项目，鼓励企业投放更

多就业岗位 ；同时教育、人社等部门

做好衔接工作，对于未能实现就业的

毕业生，及时纳入待业等保障范畴，

做好保障托底工作。
（据新华社）新华社 发

新华社 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