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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整座城市见证永久的爱和幸福
结婚、订婚、添丁、生日、升学、乔迁、贺寿、金婚、银婚、家庭聚会等一切喜事，均可刊发。

家有
喜事

“手机上聊什么，就被推荐
什么”“上一秒刚和朋友讨论买
什 么 ，下 一 秒 就 收 到 推 送 广
告”……社交媒体上，有不少网
友反馈遇到过类似经历。

“我是不是被监听了？”面对
各大APP的精准推送，用户非常
疑惑并表示“细思极恐”。

手机 APP真在监
听吗？

小玉（化名）最近一次感到
某社交软件的强大，是在和朋友
的聚餐上。“席间我们讨论了报
考研究生的相关话题，打开软
件，就收到在职研究生的广告。”

“还有一次，刚和同事说完
要出去旅游，一刷软件就看到了
旅游目的地以及如何办理签证
的推送。”小玉说，当时我就和同
事说“这也太神了”！

小玉的经历，很多用户都
有。在某消费者服务平台上，以
关键词“监听”进行搜索，会出现
数百条投诉。

2025 年上海两会，上海市
政协常委游闽键提交的一份《关
于加强APP偷听、窥探用户隐私
治理的建议》，再次引发网友对
APP监听的讨论。

APP真的能监听我们吗？多
位业内人士向记者表示，在技术
上是可以实现的，尤其是当用户
做了相关授权。

“不过，如果手机APP想要
监听用户，一般需要用户持续打
开麦克风，不仅能耗会增加，且
需要借助技术提取、分析信息，
商业成本很高，还要承担法律风
险。”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
院网络安全研究中心测评实验
室副主任何延哲向记者表示。

有专家算过一笔账，如果企

业要对用户进行大面积“监听”，
至少有两大成本支出：

首先，流量成本，手机用户
的声音需上传至服务器处理，即
使每天只采集 8小时，至少要消
耗 50M流量，一个月就 1.5G，流
量成本太高。

其次，收集的语音需要转化
成内容、数据进行分析才有价
值，单个用户 8小时的语音去调
用各种复杂机器学习模型，声音
转文字、语义分析、意图判别等，
单服务器计算成本，几亿用户一
年需花费上千亿元。

在专家看来，监听对企业来
讲不具性价比，且普通用户也不
具备监听的价值。

不过，何延哲也表示，不排
除一些APP强制索要麦克风、摄
像头等权限，隐秘获取用户信
息。

记者注意到，截至 2024 年
底，工信部共通报 45批侵害用
户权益行为的 APP（SDK）。其
中，APP违规收集个人信息，以
及强制、频繁、过度索取权限问
题严重，包括首汽约车、小米穿
戴、途虎养车、茶百道等网友常
用的APP。

此前，搜狗、讯飞等输入法
APP曾陷入“窃听”风波，就被指
违规收集信息、侵犯隐私。

有研究还发现，手机APP可
在无需系统授权的情况下，利用
手机内置加速度传感器采集手
机扬声器所发出声音的震动信
号，实现对用户语音的窃听。不
过，技术实现难度亦较高。

手机如何“读懂”
人心？

若手机APP不进行大范围
监听，精准推送是如何做到的？

分析来看，APP主要通过收
集用户信息进行用户画像。

何延哲介绍，一是收集用户
在设备上的行为信息进行画像。
用户在APP上的浏览、搜索、点
击、购买等行为会被记录分析。
屏幕使用时长、地理位置信息
等，也可用来判断用户生活习
惯、消费偏好以及收入水平。

二是收集用户设备的唯一
标识符。唯一标识符会标识特定
的一位用户，也可用来分析用户
使用习惯，并把与用户画像匹配
的广告精准推送到对应设备上。

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
秘书长胡钢曾指出，用户使用的
终端设备、网络、通信号码，都具
有唯一识别码，可被网络经营者
用于精准画像。

一些网友疑惑“为何会聊什
么就推什么”，很多时候正是被
画像了。

比如，你常去电影院或常刷
电影类短视频，大数据结合屏幕
停留时长、地理位置等，判断你
可能为电影爱好者。某日，你和
他人一起逛商场，路过电影院
时，有可能会聊起最近热映的电
影。APP在读取地理位置等信息

后，经过分析，也会给你推荐电
影相关内容。

再如，朋友刚在小程序上做
完MBTI测试，并和你进行讨论。
由于你和她身处一个地方，用着
同一个 WiFi，算法可能会基于
大数据关联关系，给你推荐类似
内容，哪怕你从没搜索过。

近年来，由于个人信息隐私
保护力度的加强，IMEI、IDFA等
唯一 ID，需要用户授权才能获
取。不过据业内人士分享，还有
其他设备标识符，不需要用户授
权就可使用，如OAID、CAID等，
以用于广告精准推送。

值得一提的是，个人信息并
非APP独有，很多时候会与第三
方进行信息共享。一些数据中间
商也会将数据进行打包，向第三
方出售。

记者随机查询了小红书、抖
音、淘宝等多款主流APP的个人
隐私协议，均存在第三方信息共
享清单。

比如，抖音APP就在隐私政
策中提及，在内容推荐上，会综
合用户设备信息、位置信息、行
为信息、个人资料以及经授权从
抖音中收集或由其他合作方提

供的信息，经由算法分析后进行
推荐。在广告推送方面，可能与
进行推广和广告投放的合作伙
伴共享信息。

另外，APP部分功能和服务
还需使用第三方 SDK（或 API）
技术，这些第三方 SDK（或API）
也扮演着收集个人信息的角色。

隐私与便利如何
平衡？

虽然精准推送会让一些用
户担心隐私被手机应用窥探，但
综合业内观点看，基于大数据基
础上的个性化推送，有利有弊。

“有些人是需要精准推送
的，可以触达更多感兴趣的内
容，获取自身需要的信息。”何延
哲表示，在这个过程中，如何避
免对个人隐私造成侵害，避免信
息茧房、大数据杀熟，需要把新
技术、新应用约束在一个合法合
规的框架下，持续跟踪。

这些年，相关监管部门对于
APP隐私保护建立了一套较为
成熟的监管机制。

政府监管之外，有业内人士
告诉记者，有效解决相关问题还
需要多方相向而行。如，企业自
律，用户下载软件时多加留意，
主动关闭某些权限及个性化推
送等。

日常生活中，如果用户发现
APP或其他互联网服务商未经
同意收集信息或调用移动设备
权限，闫兵建议，用户可向网信
部门投诉举报，查证属实的，违
法机构将可能面临警告、责令改
正、没收违法所得的处罚。情节严
重的可能处100万元以下罚款，甚
至责令暂停相关业务、停业整顿、
吊销相关业务许可证或者吊销营
业执照。 据中国新闻网

以旧换新政策实施以来，我
国家电、汽车等消费市场显著升
温。与此同时，置换淘汰的废旧家
电、汽车等数量也在激增。换新之
后，旧物如何处理？如何进一步完
善回收拆解产业链条，让废弃家
电、汽车等收得快、拆得好、再利
用？记者进行了多方采访。

旧的家电汽车去哪了

2024 年，中央加力支持以
旧换新，8大类家电产品实现销
售量 6200 多万台，直接拉动消
费近 2700亿元。很多人关心，以
旧换新后，置换下来的旧物如何
处理?

走进浙江盛唐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一台台废旧电视机、冰
箱等家电被贴上“身份码”，工人
扫码了解产品信息，就可对旧家
电进行分类。

“工人只需要把冰箱的制冷
剂抽出、压缩机取出，流水线就
会将冰箱送入破碎仓，并对破碎
出的铁、铝等材料进行自动分
类。”公司副总经理魏一瑜说，处
理后的铁、铜、铝、塑料等旧料被
送往冶炼厂，实现废旧家电再利
用。

以旧换新带动的销售额中，
占比最高的是汽车。这些淘汰下

来的车辆又是如何处理的？
业内人士介绍，部分零件仍

有较高利用价值的旧车，可进行
更精细化的拆解和再制造；对于
无法通过翻新或拆解获取有价
值部件的旧车，采取专业拆解分

类回收废料方式处理。

要能回收更要拆得好

业内人士表示，过去由于拆
解规范化、精细化程度不足，很
多可二次利用的回收部件被当
成废品按斤售卖，再生资源利用
率非常低。随着回收拆解产业链
不断完善，越来越多企业不仅

“拆得开”，更“拆得好”，逐步对
再生资源“吃干榨尽”。

更精细。走进 TCL奥博（天
津）环保发展有限公司，在几乎
看不见扬尘的拆解车间，智能化
流水线高效作业。一台台废旧电
视机迅速被拆解成塑料、电路
板、显示屏等不同部分，经过加

工后华丽“变身”，成为许多新产
品的原材料，重新走进人们的生
活；在天津子牙循环经济产业
园，150多家再生资源综合利用
企业集聚这里，建立起从资源回
收到拆解初加工、再到精深加工
的再生资源产业链条，年处理加
工各类再生资源能力近千万吨。

更规范。各部门加大力气做
好对废旧家电、汽车规范化处
理，促进回收拆解行业向标准
化、规范化方向发展。今年1月1

日，新版《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
电池综合利用行业规范条件》实
施，增补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
池拆解、编码标准，规范新能源
汽车综合利用全流程管理；商务
部等 9部门此前联合印发通知，
督促回收企业守法合规经营，加
强进出货环节信息登记与台账
管理，将废旧家电销售给合法合
规拆解企业……

更绿色。报废车资源管理企
业玉成有限公司副总裁查名曰
介绍，进行汽车拆解时，他们会
提前处理报废车辆中的机油、冷
却液、制动液等危废，交给有资
质的专业危废公司处理处置，并
拆除易燃易爆部件，防止后续拆
解过程中造成环境污染。

据统计，到 2025年，我国退
役动力电池的规模有望达到百
万吨级别，当前全国具备新能源
汽车拆解资质的企业共 1000家
左右，有 100多家企业具备动力
电池拆解资质。

畅通全链路循环利用

记者采访了解到，以旧换新
政策实施以来，对回收利用行业
发展起到一定促进作用。但从企
业端反馈来看，这种刺激目前还
较为有限。家电、手机等电子消

费品回收企业反映，回收量并未
呈爆发式增长，“吃不饱”现象仍
然存在。

“有的旧空调、旧冰箱，在回
收站就被原地拆解了，并未通过
有效渠道流入正规回收利用企
业。正规企业存在‘收不到货’甚
至‘花钱到市面找货’的情况。”
广州再生资源行业协会秘书长
阮鸿儒说。

魏一瑜表示，目前废旧家电
回收市场一定程度存在低、散、
乱的情况。希望相关部门能从拆
解端予以规范管理，对不具备资
质的拆解作坊、造成环境污染等
后果的拆解行为加大打击力度，
避免出现“劣币驱逐良币”。

“需要进一步拓宽回收渠
道，加强线上线下融合，如建立
官方回收网站、手机应用程序，
方便消费者预约回收服务。同时
与社区、物业合作设立更多固定
回收点，提高回收的便利性和覆
盖率。”天津子牙经济技术开发
区党工委书记赵爽说。他建议，
统筹推进回收网点和集中储运
点建设，加强运输过程监管，防
止出现遗撒、泄漏等环境危害事
件。同时，强化回收拆解行业标
准建设，多措并举畅通生产端、
消费端、回收端的全链条循环。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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