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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 App 还存在各种“陷阱”。

比如，“过度索权”的问题。某应用的电话拦截功能索要

了短信、存储、通讯录等 7 项敏感权限；某运动健身类应用在

用户使用观看视频等无关功能时，每分钟获取位置信息近百次。

还有很多 App 尽管不再强制收集信息，仍在首次启动时就弹窗

索要多个无关权限。

2021 年 3 月，国家四部委曾印发《常见类型移动互联网应

用程序（App）必要个人信息范围规定》，其中第五条以列举

形式明确了 39 种常见类型 App 的必要个人信息范围。其中，

通讯录权限就不属于必要范围。

又比如，个人信息转送第三方的问题。一款购物 App 的用

户协议称，对于消费者的视频、照片、文字等，“（平台）均

享有永久的、无期限及地域限制的、完全免费的使用权”，并

且“有权将其许可给任何第三方使用”“实际行使时无须另行

征得您的同意”。

这就意味着 App 在初始协议里就征得了将用户数据与第三

方分享的授权，相当于让用户放弃了对未来个人信息流通转让

的审查权利。

“就像我们经常会碰到的情况，当你在某 App 填完一个信

息后，会收到一些垃圾短信、电话和推送，还会有莫名其妙的

人来加你微信好友。”董毅智表示，客观来说，一些 App 的数

据保护只是流于形式的。

还比如，“一次同意则次次同意”的问题。部分 App 会根

据需要修订隐私协议，但用户无法及时得知内容是否有所更新。

比如，一款美妆 App 在用户协议中表示，公司有权根据需要不

定期地制订、修改本协议及 / 或各类规则，并在 App 平台公示，

不再另行单独通知用户。消费者使用平台服务，即表明接受修

订后的协议和规则。

“即使平台通知到用户，又有多少会看？即便你认真看了

重新签订，谁又能保证它后面是不可篡改的。”董毅智坦言。

主流应用商店中下载量前 15 名的 App，遍览它们的这两项文本

后发现，总字数竟然达到了惊人的 40.5 万，相当于把今年大热

的《狂飙》原著读了 1.7 遍。

而单个 App 的《用户服务协议》及《隐私政策》平均也有

2.7 万字。用普通人每分钟的阅读速度在 200 字至 500 字来计算，

用户读完一款 App 的用户协议与隐私政策，快则需要 50 多分钟，

慢则 1 个半小时以上。

如此庞大的阅读量，有多少用户会去看？一份武汉大学网

络治理研究院对 1036 人的调查访谈结果显示，77.8% 的用户在

安装 App 时“很少或从未”阅读过隐私协议，69.69% 的用户会

忽略 App 隐私协议的更新提示。

另据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对 1561 名受访者进行的

一项调查显示，70.9% 受访者很少或从没阅读过 App 用户协议 /

隐私协议。64.1% 的受访者指出当下的 App 用户协议冗长复杂。

“用户协议和隐私政策写满了大量冗杂信息，专业人士都

直呼头疼，更别提普通消费者了。”武汉大学网络治理研究院

副院长袁康认为，“少有人读”反映出相关协议仍“形同虚设”，

达不到保障用户知情权的初衷。

因此不少网友调侃，“我撒过最多的谎，就是‘已阅读并

同意用户协议’”。

上海正策律师事务所律师董毅智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

时就坦言，若不是出于专业需要，“想学习一下，看看这些条

文做了哪些约定”，他也很少会仔细完整地读完全文，“内容

确实很长，而且有的软件除了打钩同意外，也没有其他选项”。

2021 年 11 月正式实施的《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十六条明

确规定，个人信息处理者不得以个人不同意处理其个人信息或

者撤回同意为由，拒绝提供产品或者服务；但该条同时规定，

处理个人信息属于提供产品或者服务所必需的除外。

因此，“不同意就不能用”依旧是个“老大难”问题。一

旦消费者防范意识不强，或为了便利让渡了个人权利同意之后，

　　“内容确实很长，而且有的软件除了打钩同意外，也没有其他选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