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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阅读

近日，工信部发布通知，从规范安装卸载行为、优化服务使用体验、强化个人信息
保护等多角度出台26条措施，进一步为移动互联网应用服务制定规则，明确边界。

新规能否跟上新变化，各方责任如何真落实？记者进行了采访。

用户浏览网页时，不得以折叠显示、频繁提示等方式强迫下载、打开APP；除基本
功能软件外，APP应可便捷卸载；采取自动续订、自动续费方式提供服务，应征得
用户同意，不得默认勾选、强制捆绑开通……

近日，工信部发布《关于进一步提升移动互联网应用服务能力的通知》（以下简称
《通知》），聚焦APP安装卸载等提出12条措施，围绕APP开发运营者、分发平台
等提出14条措施，进一步为移动互联网应用服务制定规则，明确边界。

与以往相比，此次《通知》有哪些亮点？规范和提升信息通信服务取得哪些成效？
记者采访了工信部信息通信管理局有关负责人及相关专家。

行业生态逐步改善——

上架APP抽检合规率同比大幅提升

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各类应用服务日益丰富。工信部数据显示，目前在架APP数量
达258万款，小程序、快应用等创新形态不断出现。丰富多样的APP在赋能千行百
业、便利生产生活的同时，也产生了开屏广告“乱跳转”、预置应用软件“难卸载
”、搜集个人信息不规范等问题。

2019年，工信部组织开展APP侵害用户权益专项整治行动，整治超范围收集个人信
息、过度索取用户权限等问题；2021年，在全国范围开展信息通信服务感知提升行
动，要求相关企业推动建立个人信息保护收集和共享清单。

相关部门接续发力、工作举措频频出台，近年来，信息通信服务质量不断提升，行
业生态逐步改善。

服务提质，用户感知不断改善。深入开展服务感知提升行动，指导信息通信企业增
强优质服务供给。美团在APP内上线个性化广告推荐开关按钮，畅通投诉渠道；36
0在APP内显著位置设立客服热线，及时应答用户反馈……截至去年底，已有100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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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互联网企业建立人工客服热线，用户诉求响应更及时。

监管提效，用户权益保障持续强化。加强源头管理，督促指导应用商店等分发平台
更好发挥“守门员”作用。vivo应用商店通过入库检测、巡检排查、整改推进等对
上架APP进行全链路管理，提升用户使用体验。

2022年，工信部共组织6批次技术抽测，检测151万款APP，抽检合规率同比大幅
提升。

“APP服务质量，关系亿万移动互联网用户的切身感受。”中国信通院总工程师魏
然说，相较其他行业，移动互联网应用形态变化多样、产品更新频繁，行业持续快
速发展使得监管问题和对象动态变化，APP监管需紧跟行业发展态势，灵活应对各
类新情况新问题，因势利导，顺势而为。

厘清规则加强监管——

针对共性业务场景提出具体优化举措

APP治理成效显著，但挑战犹存。“部分企业服务行为不规范、相关环节责任落实
不到位的问题仍时有出现。”中国泰尔终端实验室高级工程师贾宝国说。有些是屡
禁不止的老问题，如开屏弹窗“关不掉、乱跳转”、相关信息明示不到位、无正当
理由收集个人信息等，需要进一步巩固治理成效，防止问题反弹反复；有些是行业
发展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如静默下载、服务自动续费取消难等。

根据新变化，APP监管治理制度规则也应及时跟进、优化调整。魏然表示，此次《
通知》在总结前期APP治理经验基础上，提出了产业链上下游五类主体14项合规义
务，将有效解决规则不清、责任不明问题，更好回应解决突出问题、促进依法合规
经营。

在优化服务体验方面，聚焦APP信息弹窗、服务告知、启动运行、服务续期4个共
性业务场景，《通知》提出统一规范。如信息弹窗方面，要求提供清晰有效的关闭
按钮，不得利用“全屏热力图”、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方式诱导用户操作。

在个人信息保护方面，《通知》对前期监管工作中发现的薄弱环节对症下药，就AP
P非必要收集个人信息、信息处理明示不到位以及过度索取权限三类问题进行规范
，提出不得仅以算法推荐、风险控制等为由收集与服务场景无关的个人信息，要求
向用户告知应当简洁清晰易懂、获取权限应在业务功能启动时动态申请。

“个人信息保护是APP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魏然介绍，2019年以来，工信部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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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开展APP个人信息保护检测及监管治理，不断加大对违规处理个人信息的发现、
曝光和处置力度。“此次《通知》出台，表明在加强个人信息保护方面态度不变、
决心不减、尺度不松。”

在优化产业生态方面，《通知》覆盖产业链上下游各环节，压实APP开发运营者、
应用分发平台、软件开发工具包服务提供者、智能终端企业以及网络接入服务提供
者五类主体责任，便于企业对照执行，从而推动提升各环节履责能力和服务水平，
形成提升信息通信服务质量的产业合力。

多方共治形成合力——

推动政府监管、企业自律、行业自治

与以往相比，此次《通知》进一步完善了信息通信行业用户权益保护的规则体系，
通过建章立制、规范服务、压实责任，相当于给企业提供了一份“合规操作指南”
，有利于更好维护用户合法权益、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

“保护用户合法权益、维护行业健康生态是一项长期性、系统性工程，只有凝聚各
方共识、形成工作合力，才能推动APP治理工作行稳致远、走向深入。”魏然说。

《通知》明确相关工作要求，细化任务落实举措，推动形成政府监管、企业自律、
行业自治的良好局面。在政府监管方面，强调健全工作机制、加强监督检查，对发
现存在问题、整改不彻底的企业采取惩戒措施；在企业自律方面，要求开展自查自
纠，对发现的问题立行立改，不断提升服务水平；在行业自治方面，升级打造公共
服务平台，推广应用签名认证等可溯源技术，制定自律公约、技术标准等。

“信息通信服务关系亿万用户，高质量服务供给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重
要实践。”工信部信息通信管理局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加快构建移动互联网
应用程序公共服务平台，高效支撑行业监管和服务产业发展，同时，强化APP全流
程、全链条治理，督促APP、应用商店、终端等关键环节，落实落细主体责任，实
现行业上下游联防共治。此外，还将开展重点互联网业务用户满意度测评，加快属
地特色类网站和APP适老化改造，为广大用户提供更周全、更贴心、更满意的信息
通信服务。（记者 韩 鑫）

《人民日报》（2023年03月17日0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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