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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手机能够“读
懂”我们的关键因素，就包
括获取到我们的个人信
息和追踪我们使用时的
痕迹，当你怀疑自己似乎
被“监控”时，不妨试试这
几招：

限制App获取更多权限

在刚下载 App 时，往
往会收到很多授权请求，
如果我们不仔细查看，直
接点击确认下一步，这样
很容易导致个人信息过度
暴露。

通常 App 的授权权限
包含禁止、始终允许、仅使
用期间允许等几种类型，
建议大家根据个人的实际

使 用 需 求 ，开 通 相 关 授
权。如需更改授权管理，
可以在手机设置里对 App
权限进行调整。

关闭跟踪和个性化等功能

如今，很多手机 App
和手机广告都有用户跟踪
功能，开启此功能后，我们
使用手机时的活动就可能
被跟踪导致个人信息泄
露，建议将其关闭，即在手
机隐私设置里进行关闭。

另外，不少App都有个
性化推荐的功能，如果你不
喜欢自己的使用记录被
App获取，导致自己的喜好
被干涉的话，也可以在App
的隐私设置中将其关闭。

避免使用山寨App

很 多 山 寨 或 不 正 当
App存在窃取个人信息、网
络诈骗等问题，建议大家
通过正规渠道下载软件，
避免通过网络搜索或者第
三方外链下载；对于陌生
的App，最好提前了解和甄
别，以防落入陷阱。

注销不使用App的账号

对于不使用的App，有
的人可能会选择直接卸载，
但是卸载后我们还可能还
会收到相关的短信及电话
骚扰。建议大家，在卸载不
常使用的App时，首先要将
个人信息解绑（如银行卡

等），并按照流程注销账号
后再进行卸载。

注册、登录时谨慎提交信息

App 通常会在用户首
次注册或登录时收集用户
的信息以进行标记，比如
账户名、姓名、家庭住址、
联系方式、邮箱等，甚至有
些 App 需要绑定身份证和
银行卡等，这些个人身份
信息的授权，一旦泄露，很
容易被针对。

建议大家非必要不使
用最真实的个人信息（如
姓名、出生年月等）进行注
册登录，如需填写个人真
实信息，一定要确认该App
真实可靠。

年度报告显示的“大
数据人设”，为什么就突然
不香了？

在商业战略管理专家
卢步云看来，年度报告是
对于总结个人发展的大数
据展示，分析立体多维度

的分类参数，具有一定的
参考价值。“但离不开商
业的二八定律，事物 20%
的组成部分中，集中了事
物 80%的价值。年度报告
数据展示的，更多的是针
对大数据的分析，不过对

于个人而言，这些大数据
往往出自工作、育儿等需
求，并非反映个人属性和
爱好。”

卢步云认为，在大环
境下，用户需要的更多是
看到持续性发展和驱动力

量，而不仅是停留在后知
后觉的分析报告。“像这类
大数据堆砌的年度报告，
显然不是所有的内容都会
得到用户的青睐和分享，
很难把握住用户的感性需
求，渐渐无人问津。”

App年度总结报告相继出炉却反响平平

“大数据人设”咋就不香了？

手机“偷看”你的隐私？这几招可以解除

N现代快报

每逢年末岁初，各大应用软件App
的年度报告便遍地开花。从音乐到电
影、从社交到外卖账单、从看过几本书
到花了多少钱……这些年度报告，几乎
覆盖了当代人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

相较于前几年用户们争相在朋友
圈晒年度报告的场景，今年的年度报告
市场显得有点萧条。年度报告显示的

“大数据人设”，为什么突然不香了？

每年的元旦前后，互联
网中的热门话题，当然离不
开“年度总结报告”。近来，
你是不是偶尔会在朋友圈刷
到类似截图？随着“年度报
告”“年度关键词”的相继出
炉，人们习惯从中回溯一年
来的点点滴滴。

1月3日，记者打开某短
视频平台，在搜索框内以“年
度报告”为关键词搜索，很容
易就找到了入口，“解锁”了
属于自己的年度报告。在这
份报告中，包含了第一名好
友、分享最多的TOP3好友，
以及聊天最多的朋友等。在
这份报告中，甚至记录着记
者与今年聊天最多的好友，
聊天最晚时间到23:37。

网友小于告诉记者，平
台除了会显示这一年最常互
动的好友外，还会显示一些
奇奇怪怪的小知识点。例

如，关于“这一年中，你最爱
用的高频词汇”这一问题，平
台显示她用了 61次“是”、53
次“哈哈哈”、40次“好”……
让小于印象深刻的还有很
多。“平台还会统计我爱用的
表情包，显示我一共用了 19
次‘笑哭’的表情包，还配上
了幽默的调侃语‘现货秒发，
人间小苦瓜’。”

除此以外，几款音乐类
App也陆续发布了个人年度
听歌报告，这一年里用户共
听了多少歌，某首歌共播放
了多少次，习惯在什么时间
段听歌，听的歌是什么类型，
都清楚罗列出来。而购物类
App也会向用户展示一年的
消费情况统计。每月消费金
额以柱状图的形式展示，甚
至还细化到消费分类、最晚
下单时间等，用户了解起来
更加直观。

各种各样的账单让大
家感觉，这些软件甚至比
本人更了解自己，但那是
真正的自己吗？在采访
中，不少网友都表示，年度
报告似乎成了一项仪式感
的行为。但今年各大App
推出的大数据“年度报
告”，已经令人感觉到有几
分审美疲劳。

相较于前几年，用户
们争相在朋友圈晒年度
报告的场景，今年的年度
报告市场却显得有点萧
条。在记者随机采访的
20名网友中，只有近五成
的人表示，自己参与到了
年度报告的活动中，他们
中的大部分人也只是抱
着“玩一玩”的心态去试
试，并不是特意去生成的
年度报告。

而未生成年度报告

的网友，则有着相似的心
声，那就是年度报告已经
让人感觉到审美疲劳了。
网友西西告诉记者：“前几
年我也玩年度报告，一开
始确实觉得很有意思，让
人眼前一亮。但是好几年
了，现在的年度报告越来
越雷同。”

徐女士也有同样的看
法：“报告和去年差不多，
没有新意。而且我的社交
账号是用于工作的，生成
的数据其实和我本人相差
很多，还不如不看。”

此外，年度报告的生
成前提是必须获取大数
据，这是否涉及侵犯个人
隐私，也成了大家的困扰
之一。也正是因为有这样
的困扰，使得选择生成年
度报告的用户也随之减
少。

五花八门的年度报告
成为各家App必争之地

年度报告大PK
令人产生审美疲劳

后知后觉的分析报告，很难把握用户的感性需求

现象

心声

专家

App年度报告统计出的高频使用表情（受访者提供的
网页截图），插画创意来源于荷兰画家约翰内斯·维米尔
1665年创作的著名油画《戴珍珠耳环的少女》（资料图片）

N人民网 央视财经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最了解你的想必莫过于你
的手机了。你玩手机时，是否经常有这么一种情况：
刚刚和朋友聊了某样东西，转瞬间就有App推送你相
关信息，无论切换到哪一个App，系统都能精准判断
出你的喜好……以至于怀疑自己正在被手机“偷
听”。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一方面是手机 App 通
过被授予的权限，获取相
应的信息。当我们下载使
用手机 App 时，经常会按
照App要求习惯性授予其
手机权限，如麦克风、相
册、通讯录、位置等，这样
App 就可以获取我们的个
人信息，并加以上传。如
果我们经常不加以甄别的
话，就容易让一些 App 有
机可乘，导致信息泄露的
风险。

另一方面则是 App 通
过大数据分析，判断我们
的潜在需求。在我们使用
App时会留下一些痕迹，除
了我们的账号信息，还有
搜索记录、浏览记录、购物
信息等，大数据技术会对
这部分信息进行收集整
理，再通过算法分析画像，
判断我们可能存在的潜在
需求。当手机App经常精
准推送时，我们就有了App
特别懂我们的想法。

手机如何“偷听”用户？

怎样更好地保护个人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