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 App是如何偷听的？

22 应用授权时要提高警惕

@段子楼：昨天，钱包丢了，被人捡到
送回了物业。晚上去拿的时候，物业大姐
说，证件还在，就是钱没了。谢过了大姐，
转身出了门，坐在路边的长椅上，心里有
点难过。其实，一分都没少……

@银角大王：昨 天 晚 上 去 路 边 吃 烧
烤，旁边坐俩小孩，大概十四五岁。其中一
个说：“喝白的还是红的？”另一个说：“今
天整点红的尝尝吧！”我正想这俩小伙还
挺能耐，就听第一个说话的小伙对着服务
员大喊一声：“来两瓶冰红茶！”

@大学生吐槽中心：中 午 去 食 堂 吃
饭，照例先去洗手，拧开水龙头结果没水。
食 堂 大 妈 说 ，“ 我 们 这 里 的 水 龙 头 声 控
的。”然后我拍拍巴掌，仍然没水，啊！啊！
叫了两声，依旧不出水。只见大妈扭头对
着里面操作间喊了一声，“把水阀开开。”

@嗡啪君：我妈最近在公园跳广场舞
认识了阿姨，刚好她有个女儿没男朋友，
就撮合我 们 认 识 。今 天 到 了 公 园 我 妈 指
着一个女孩子说：“就是那个女孩子。”于
是 ，我 走 了 过 去 ，拍 了 拍 她 的 肩 膀 ，她 愣
了 一 下 ，然 后 把 手 里 喝 完 的 矿 泉 水 瓶 子
递给我了！

据新浪微博

手机APP
在“偷听”你的讲话？

微笑话

@严歌苓：人间有多少芳华，就有多
少遗憾，一个人在经历了许多事情就会发
现，青春真的是一个人拥有过的最美好的
东西。

@苏芩：要珍惜身边那个记性不好的
人。好多事情似乎一甩头就忘了，哭着哭
着笑了，笑着笑着又哭了。他们不是脑子
不好使，只是怕有些事情记得太清楚会让
彼此尴尬，不如就假装“忘了”。其实这样
的人，内心比谁都体贴。

@海蓝博士：怕被拒绝，是因为你把
别人对你的看法和做法，当成了自己价
值的评估标准，而事实上，你是谁，你的
价值是什么，不会因为他人的看法说法
改变。一切为了寻求他人认可的努力，最
终都是费力不讨好的精疲力尽。

微语录

微趣图

媳妇，今天你休息，活我全包了！

14朋友圈朋友圈 2021年 6月 8日 星期二
本版责编 任娟娟

本版投稿邮箱：dtwbpyq@163.com 本版刊登稿件作者请与本报联系，以寄稿酬。

近日，我市不少网友发现，自己在发语

音信息时提到某种商品，在打开手机 App

时就会收到不少与该产品相关的推荐，这

样的情况未免有些“诡异”。不少网友都有

这样的怀疑，是不是手机App在“偷听”？

近日，有媒体实测发现，手机 App 只

要拿到麦克风的权限，并保持联网状态在

前台运行，在理论上就可以在用户不知情

的情况下“偷听”手机周围的聊天，这也让

不少网友“细思极恐”。

随着大数据的普及，不管是政府还
是企业都在积极发展大数据，进行大数
据的分析和应用，让大数据更好地服务
大众。大数据的相关应用已经开始在
我们的生活当中渗透。

我市不少网友发现，在刷淘宝的时
候淘宝会根据你的搜索分析出你的消
费水平、喜好和需求，并根据你的情况
自动更新搜索的物品，更好地满足消费
者的购买需求。而且当你在购物网站
浏览过某一商品时，再打开抖音、快手
等短视频平台时，会经常出现相关产品
的推荐广告。

但是现在，在聊天发送语音消息时
提到某种商品，打开购物软件就会收到
不少相关推荐。不少用户表示，通过文
字分析的大数据，现在居然会通过语音

消息的识别来“精准”推送广告，确实是
很神奇的一件事情。但是，这样的方式
看上去贴心，可由来却可能很糟心。

大数据时代，用户的个人信息被一
些不法分子当成财富般交易，而获取这
些个人信息的手段可能并不光彩。有
媒体经测试发现，在不需要授权的情况
下，恶意 App 就可以利用手机内置加速
传感器采集手机扬声器里发出来的声
音震动信号，从而实现窃听。而对于拿
到麦克风授权的 App 来讲，只要保持联
网状态和前台运行，理论上也可以实现
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偷听”手机周
围的聊天。

网友柳絮在得知这个信息后立刻
打开了自己手机的设置，找到麦克风这
一应用时才发现，自己不知道在什么时

候居然授权了很多应用使用麦克风功
能。她说，自己居然一直不知道有麦克
风授权界面这一功能，以为只有发送语
音消息和打电话时麦克风功能才会被
使用。她提醒广大网民看看自己手机
的麦克风授权设置，小心自己的隐私被

“偷听”。
网 友 们 表 示 ，对 于 非 恶 意 的 手 机

App 来讲，麦克风权限授权其实就是给
了它们“偷听”的耳朵，关键只在于它们
要不要听，这对用户来讲无疑非常被
动。此外，手机过多的信息收集并不仅
依靠“听”，还有“看”“读”“传”等行为。
正是通过这些大数据分析的“采集”行
为，手机 App 才能实现对用户广告的精
准推送。

记者从发布在网络上的某媒体的
测试中也看到，部分手机厂商为提醒用
户 App 的麦克风使用状态，会在手机屏
幕上做醒目提醒。不过，网友们发现，
在日常使用中，会这样提醒的手机产品
并不多，除非有关部门将其作为强制性
的产品标志予以要求，但这并不现实，
从目前来看，远水也解不了近火。

有不少的网友在得知手机 App 会
“偷听”聊天之后，就关掉了许多 App 的
麦克风权限授权。不过，也有一些 App
因为关掉麦克风授权而无法使用，所
以很多手机 App 并不能卸载，还是增
加了安全隐患。不过，随着近年来相关

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App 个人信息处
理的“知情同意”和“最小必要”原则已
经成为了行业底线，App 过度和超范围
索要权限的行为将触犯法律。

尽管近几年相关法律、行业规定，
都在逐渐完善，但是，随着智能手机的
普及，手机对个人隐私的获取手段也在
升级。

据了解，今年 3 月，工信部等多部
门联合印发的《常见类型移动互联网应
用程序必要个人信息范围规定》，明确
界定了常见 app 的必要个人信息收集
范围，并且重申，App 运营者不得因用
户不同意收集非必要个人信息，而拒绝

用户使用 App基本功能服务。
但是，App 偷听“功能”的存在，无

疑是相当于为收集非必要信息留了一
道“后门”。

一些网友在网上支招，减少 App 被
“偷听”和隐私泄露的可能：尽量选择正
规和知名的 App 应用商店下载正规的
应用软件，加强对 App 的权限管理，对
于一些重要的权限如麦克风和位置共
享等权限不随意授权，就算是 App 需
要使用到上述权限，也可以先不授权，
在使用时再打开授权，使用后就关闭
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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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柳絮手机的麦克风功能授权界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