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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不掉？谁来给App广告设个“关闭键”

打开手机应用 ， 广告经常如影随
形、 无孔不入。 免费看视频， 必须先享
受一段广告时间； 刷个朋友圈， 会出现
信息流广告推送； 看条新闻， 也会不小
心 “入坑” 精准推送广告……根据日前
发布的 《2020中国互联网广告数据报
告 》 ， 去 年 中 国 互 联 网 广 告 收 入
4971.61 亿 元 ， 比 2019 年 度 增 长
13.85%， 移动互联网应用 （App） 成
为互联网广告主要的发布媒介。

对于消费者来说， 这些能精准洞察
消费者喜好的推送广告， 是否存在侵犯
个人隐私的情况 ？ 面对无孔不入的广
告， 有没有可能变被动为主动， 把这些
广告关掉？ 接到读者来信后， 记者展开
了一番调查。

精准推送广告，会不
会读取个人隐私

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当下的App广
告推送， 有一种 “想什么来什么” 的体
验。 对于广告主来说， 精准推送广告能

极大促进交易， 但对消费者而言， 在
目前的大数据环境下， 难免担心个人
隐私被侵犯。

捷兴信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技术
支撑部经理盛大江表示 ， 目前App广
告多为精准推送型广告 ， 大量App广
告后台仍采用竞价交易模式 ， 但App

广告精准投放与竞价交易的前提， 是
需要获得消费者的大量信息， 以实现
“千人千面 ” 的推送 ， 这对消费者个
人信息保护影响甚大 。 他举了个例
子， 有些App虽然明确表示个性化广
告推荐技术不会涉及用户的聊天内
容， 但这并不代表其不会调取用户的
使用频率、 使用时长、 打开过的小程
序 、 点赞 、 好评等 “周边信息 ”， 而
这些都能反映用户的喜好， 由此形成
“用户画像”。

据市消保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从
2019年9月至去年底， 市消保委委托
第三方机构开展为期15个月的数据抓
取、 内容梳理与趋势分析。 项目组每
月随机抽取1000款App， 对内置广告
SDK插件进行数据抓取 。 在1.2万次
抓取中 ， 共发现App内置SDK插件投
放广告行为4298次 ， 占总数的36%，

由大广告交易平台推送的广告数量呈
上升趋势， 中小广告交易平台则持续
下降。

拒绝“读心”广告，但
近七成广告未设“关闭键”

既然很多人反感这些有着“读心术”

的精准推送广告，有没有可能关了它？

答案也许让人失望。 此前市消保委
发布的《App广告消费者权益保护评价
报告（2020）》显示，App广告 “关不掉 ”

“不可选择”等问题相当突出。 在600款
App中，有58%推送广告，其中有69.7%

的广告没有“关闭键”，包括微信 、汽车
之家、快看视频、36氪等。 比如，一款名
为“酷博”的App，启动时先会弹出横幅
广告和插屏广告，运行时也出现横幅广
告和插屏广告，在推送消息栏中又出现
5条广告，如果消费者点击“关闭广告”，

那更是入了“圈套”，桌面上会自动安装
其他软件，要彻底关闭广告非常困难。

关闭广告不太可能，而关闭个性化
广告推荐也是困难重重。 市消保委对这
600款App相关功能设置的测试发现 ，

仅有14.5%的App可以找到个性化广
告推荐关闭入口。 比如，一款使用量级
在10亿的国民级App， 要关闭推送广
告，不仅需要操作11步，而且需要层层
“打怪”， 非专业人士根本找不到入口。

不仅如此，关闭还有“半年有效期 ”，过

了有效期还会“自动重启”。

“一键关闭”，还需要
发布者把好关

事实上，近年来我国多部法律对个
人信息收集使用都有明确规定。 2014

年新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9条就
明确规定，“经营者收集、使用消费者个
人信息，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原
则，明示收集、使用信息的目的、方式和
范围，并经消费者同意”。 此后的《网络
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也有类似的规定。

虽然有明文规定，但用户实际上处
于弱势地位。 有维权人士称，不少App

的正常使用， 都需要调取地理位置、用
户信息、麦克风、摄像头等权限，一旦用
户授权后，这些信息何去何从 ，是否与
推送广告挂钩，消费者无从得知 ，这让
维权处于极度不利状态。

“App广告发布者的责任亟待引起
重视。 ”市消保委相关负责人认为，App

广告“千人千面”，数量庞大 ，发布者要
尽到对广告内容进行合法性审核的义
务，为消费者“把好关”，用户如果觉得
App广告内容不适，应该有权自主点击
关闭广告， 对弹窗等形式发布的广告，

经营者应该做到可以“一键关闭”。

记者调查

“限塑令”推行，可降解塑料袋该扔哪类垃圾桶？
为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 ，

上海从今年元旦起开始推行 “限塑

令”。 除了布袋、 纸吸管等塑料替代

品之外 ， 可降解塑料袋在超市 、 快

递、 外卖中大量出现。 不过， 究竟怎

样的 “可降解” 才是对环境友好的绿

色包装呢？

长期从事生物可降解材料研发和

产业化的同济大学材料与工程学院教

授任杰告诉记者， 目前市场上有不少

塑料制品声称 “可降解” 或 “添加了

可降解的环保材料”， 实则是鱼目混

珠的 “伪降解”。 这些塑料制品因无

法完全降解而产生的微塑料， 对环境

危害更甚。 对于生物降解产品， 国家

已出台相关标准 ， 并发布了统一的

“双J” 标识， 市民在选购时可作为辨

识标准。

这些“伪降解”请远离

目前， 市场上有不少塑料产品声

称自己 “以植物淀粉为原料” “添加

了可降解成分 ” ， 或者 “生物全降

解”， 消费者如何判断其真伪？

众所周知， 一次性塑料制品给现

代生活带来了便利， 但无节制的滥用

也给地球带来了 “白色污染”。 传统

一次性塑料无法降解， 导致大量塑料

微颗粒污染环境、 进入食物链， 成为

人类 21 世纪亟待解决的课题 。 限制

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的使用， 也成为

全球的共识与趋势。

“可降解塑料的最大优势在于 ，

由其制成的一次性塑料制品即使到环

境中， 也不会对环境产生危害。” 任

杰说， 可降解塑料在具有一定温度 、

湿度的环境中， 在微生物的作用下 ，

可在半年多时间内彻底分解为二氧化

碳和水等， 从而缓解目前的 “白色污

染” 难题。

任杰介绍， 目前市面上流通的真

正的生物可降解塑料膜袋、 吸管等制

品的材质通常为聚乳酸 （PLA）、 聚

己 二 酸 /对 苯 二 甲 酸 丁 二 醇 酯

（PBAT）， 或是 PLA+PBAT+淀粉 (St)

等。 如果产品材质含有聚丙烯 （PP）、

聚 乙 烯 （ PE） 、 高 密 度 聚 乙 烯

（HDPE）， 则为不可降解塑料。

“现在， 有的塑料购物袋是用淀

粉或石粉加上聚乙烯或聚丙烯制成，

这样的塑料袋在被抛弃或填埋之后，

只有淀粉会被微生物分解。” 任杰解

释， 这个过程只是部分崩解， 不是全

生物降解， 剩余的聚乙烯或聚丙烯仍

是自然界无法消化的 “白色污染”。

“生物可降解”认清
“双J”标识

说到 “可降解”， 市面上的塑料

袋又有光降解、 氧化降解、 生物可降

解、 全降解等种种说法， 到底哪一种

才代表了真正有利于环境的 “降解之

道” 呢？ 任杰介绍， 按照国家标准，

目前只认生物可降解， 其它降解都已

取消。

根据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去年 9 ?

发布的 《可降解塑料制品的分类与标

识规范指南》， 可降解塑料制品的图

形标识为 “双 J”， 消费者可以此作为

选购生物可降解塑料制品的标志。

任杰说， 可降解塑料是指在自然

界， 如土壤、 沙土、 淡水环境、 特定

条件下 （如堆肥化条件、 好氧或厌氧

消化条件）， 由自然界存在的微生物

作用引起降解， 并最终完全降解变成

甲烷、 二氧化碳和水及其矿化无机盐

等的塑料。

根据该指南， 可降解塑料必须没

有生态毒性，即可降解产品堆肥化后，

堆肥对植物的出苗生长或动物 （比如

蚯蚓）的存活不能产生负面影响。

“有些降解方式 ， 比如氧化降

解， 已经被欧盟全面禁止。” 任杰解

释， 通过添加氧化降解剂到传统石油

基聚乙烯塑料里实现氧化降解的， 其

实是将聚乙烯等降解为低分子量聚合

物， 无法最终变为二氧化碳和水。 于

是， 这些低分子量聚合物就成为环境

中的微塑料， 不仅污染水体， 在鱼类

体内富集， 还会造成土壤毛细堵塞 ，

导致农作物减产， 其危害比不降解更

严重。

“有的塑料制品甚至用不可降解

的塑料原料，如聚乙烯，加点氧化降解

剂、光降解剂，就声称‘可降解’，招摇

过市，扰乱市场。 ”任杰提醒消费者，不

要误以为这类塑料袋对环境友好。

“可降解”算湿垃圾
还是干垃圾？

使用后的塑料袋扔进干垃圾桶 ，

这已被人们所接受。 但生物可降解塑

料袋可通过堆肥等方式降解， 是否应

该算作湿垃圾呢？ 任杰说， 从理论上

来说， 生物可降解塑料袋应可作为湿

垃圾处理， 但实际上这类塑料袋目前

还是跟随干垃圾处理。 这取决于目前

国内城市垃圾的处理方式。

一个重要原因是， 生物降解塑料

袋与湿垃圾目前还不能同步降解， 这

就为工业堆肥造成了困难。 任杰告诉

记者， 生物可降解塑料袋一般工业堆

肥需要 60 ?以上， 而湿垃圾的厌氧

发酵只有 20 至 30 ?， 快速好氧发酵

甚至只需 8 至 10 小时 。 目前 ， 他正

牵头承担一个市级科研项目， 致力于

解决湿垃圾与可降解塑料袋同步降解

的技术问题， “如果课题进展顺利 ，

若可降解垃圾袋全面推行， 预计到后

年， 上海的湿垃圾袋就不用破袋了”。

此外， 他提醒消费者， 由于目前

生物降解材料尚处于产业发展前期阶

段， 所以相对成本较高。 如果看到生

物降解产品的价格和普通塑料一样 ，

甚至更便宜， 那很可能是冒充可降解

的 “李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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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团购须扬长避短强化监管
唐健盛

新年伊始，拼多多直接运作的“多

多买菜”正式在上海开城，受到业界的

广泛关注。 百余年来，上海一直是中国

商业零售市场的执牛耳者。互联网电商

解决了寻找顾客的问题，零售商不再需

要到商业街开店，商业的重心向生产端

不断靠拢，因为这样价格会更低，效率

会更高。 但经过十多年快速增长，单纯

线上的电商模式已经看到了“增长天花

板”，业态也完全成熟因而被冠之以“传

统电商”。 从线上融合线下的“新零售”

开始成为商业零售市场新领跑者。新零

售有两个轴心，LBS（基于位置的服务）

和私域流量，基于轴心又辐射出很多不

同的赛道。 比如基于LBS的外卖、打车

和线上生鲜等；基于私域流量的直播带

货、微商、社区团购等。

社区团购模式最早兴起于长沙 ，

2018年成为资本“风口”，在经历了创业

者试水、VC（风投）加持、行业混战洗牌、

头部玩家站队之后，2020年又重拾 “风

口”，阿里、腾讯、美团、京东、滴滴和拼多

多等互联网巨头们接连进场，频繁布局。

社区团购做生意主要靠 “团长”，

平台在小区招募团长 （大部分是宝妈

或便利店店主 ）， 团长运营小区微信

群， 群里预售日用百货蔬菜水果等产

品，微信小程序集合小区一天的订单，

次日集中履约配送。 团长按成交额提

取10%?右的佣金。 根据目前年GMV

（网站成交金额）过百亿的头部平台品

类数据统计，社区团购销售的80%是标

品，20%是生鲜。 社区团购兼具熟人社

交、低渠道成本和C2B等特点，其模式

优势在二三线市场已经被充分证明。

在新零售时代，商业的重心又重回

顾客端。高质量高聚集度的消费者群体

使上海在新零售时代重执发展之牛耳。

很多新零售企业都是从上海走向全国，

比如饿了么、叮咚、盒马，上海还是淘宝

“直播带货”第一城。 能够想见，进入巨

头加持时代的社区团购也必定会在上

海风生水起。 那么，渐行渐近的社区团

购会给消费生活、商业发展和市场监管

带来什么变化与挑战？

从消费生活来看，社区团购或将会

使C2B在真正意义上的落地。以需求引

领供给的关键之一就在于消费者意见

的“转化效率”。通常消费者的想法大都

是比较分散的， 很多甚至是不专业的。

生产企业搜集消费者反馈信息越是海

量越是无所适从， 如果从中选择所谓

“正确”的意见对产品进行改变，市场风

险也会很大。 而社区团购或许能在C2B

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团长作为社群

的KOC(关键意见消费者)，可以综合消

费者的想法， 把消费者对品质提升的要

求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订单。 通过平台在

不同社群的分享预定， 小订单会变成大

订单，从而实现供给侧的快速迭代升级。

从商业发展来看，社区团购或将带

来实体商业的又一次“阵痛”。 目前的社

区团购大体还是在与线下渠道争夺流

量，社区团购快速增长的GMV更多地来

自于存量而非增量。 如果说传统电商让

大商场大卖场日子不好过， 社区团购可

能会让不少菜场、 菜店和小便利店关门

转行。诚然，社区团购不可能完全取代线

下实体商业，但它切走的那块“蛋糕”足

以让很多小店入不敷出、难以为继。

从市场监管来看，社区团购或将引

发公平竞争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的

问题。互联网平台的巨额补贴打法在社

区团购行业已经初现端倪。传统电商搞

补贴还可以用“获得流量”来圆，社区团

购掠夺性定价明显就是为了驱逐同业

和线下实体店竞争者。 此外，社区团购

依靠的是团长微信群的私域流量，团长

在群里既可以为不同的平台卖货，也可

以卖其他的货。 如果群里老年人多，估

计还会卖保健品。微信群的高隐蔽性会

给监管造成极大难度，而群内消费者对

团长的高信赖度又会使各类违法问题

不容易暴露。

上海在发展社区团购中应该抑其

所短扬其所长，推动社区团购以高质量

发展的模式迭代。一是积极鼓励社区团

购中的C2B模式， 以需求引领供给，扩

大消费增量。二是引导社区团购平台错

位经营，减小减缓对线下实体商业的冲

击。三是强化监管禁止社区团购掠夺性

定价行为，探索针对团长的营业登记制

度与平台管理制度。

（作者为上海市消保委副秘书长）

手机应用弹出广告不胜其扰
我是一名退休职工， 最近几

年 ， 使用手机的时间越来越长 ，

手机的各种应用程序也越来越

多。 智能手机在给人们生活带来

便捷的同时， 也给我们老年人带

来一定困扰。

比如： 手机里很多应用经常

会弹出广告， 这些广告不少都与

我之前搜索过的内容有关， 比如

养生商品 、 餐厨锅炉等 。 同时 ，

我也看到一些报道说， App 会窃

取用户隐私， 这是不是说明我的

隐私被拿走了？

如果要关闭这些广告， 有没

有可能？ 有些广告上看着明明有

关闭键， 但点上去都是假的， 不

是跳转到其他广告， 就是自动下

载新的应用 ， 以致每过一段时

间， 我的手机屏上又会出现一大

堆之前没见过的软件， 感觉不胜

其扰。

———读者 退休职工张琪

■本报首席记者 徐晶卉
实习生 陈嘉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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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花八门的
“可降解”怎么选

今年 1 月 1 日起 ， 上海开始推行
“限塑令”， 很多地方不再提供塑料袋、

塑料餐具等不可降解的一次性塑料制
品， 这无疑是一件有利于环境的大好
事。 不过，现在仍有一些商家外卖使用
普通塑料袋，而且网上销售的可降解塑
料袋，说法也是五花八门 ，比如生物可
降解、氧化降解、光降解、添加啃塑剂等
等。 日常生活中，消费者该如何辨识和
挑选真正的可降解塑料制品呢？

此外 ，即便是可降解塑料 ，在丢弃
时应该将它们扔进哪一类垃圾桶？究竟
是“干垃圾”还是“湿垃圾”？希望得到专
业人士的帮助和解答。

———读者 普陀区赵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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