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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本人罗晓华不慎遗失华南电光源灯饰城内 C 区 2 路 33 号及 3 路 34 号
铺位用电担保押金单单据，单据号码 1521775，金额 1500 元，现声明作废，由
此引起的一切责任和经济纠纷由本人承担。 特此声明

声明人：罗晓华
2020 年 6 月 12 日

▲佛山市南海区足球协会遗失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正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51440605773062385G，现声明作废。
▲佛山市南海区丹灶青年产业工人作家协会（法人：张喜洋）遗失财务专
用章（原编号：4406056500200）一枚，现声明作废。
▲佛山市南海诚意陶瓷原料有限公司（法人：朱启成）遗失公章一枚，现声
明作废。
▲佛山市澜石镇千里马汽车养护中心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
440603302001055，现声明作废。
▲佛山市南海区卢映霞蔬菜档遗失粤 E27180 车辆于 2019 年 11 月 26 日发
放的道路运输证 IC 卡，证号：440600016672，现声明作废。

据新华社电 香港特区行政

长官林郑月娥11日根据基本法

第四十八条第三款签署经特区

立法会通过的《国歌条例》。该

条例将于6月12日正式刊宪实

施。

“我很高兴《国歌条例》12
日正式刊宪生效，这标志着特区

履行宪制责任，也体现‘一国两

制’的精神。”林郑月娥当日表

示，国歌与国旗、国徽一样，是国

家的象征和标志。香港特区作

为国家不可分离的部分，立法维

护国歌尊严是特区应有之义。

她表示，期望市民自觉尊重

国歌，因此推广国歌的工作至为

重要。为了让下一代了解国歌

的历史和精神，以及遵守国歌奏

唱的礼仪，教育局会更新教学资

源，并以通告形式向学校发出指

示，支援学校教导学生。

特区政府新闻处当日发布

新闻公告表示，《国歌条例》为奏

唱、保护及推广国歌订定条文，

以维护国家尊严，增强公民国家

观念，以及弘扬爱国精神。《国歌

条例》所订明的罪行只涉及不当

使用国歌，或公开、故意、意图侮

辱国歌的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

2017年在内地实施，全国人大

常委会其后将国歌法列入香港

基本法附件三。根据香港基本

法第十八条规定，凡列于基本法

附件三之法律，由香港特别行政

区在当地公布或立法实施。

特区立法会于2019年1月
和2020年5月分别完成《国歌

条例草案》首读、二读程序，并于

6月4日三读通过该草案。

林郑月娥签署《国歌条例》
12日刊宪实施

据新华社电 记者11日从

国家版权局获悉，为加大图片领

域版权整治力度，规范摄影作品

版权秩序，国家版权局近日发布

《关于规范摄影作品版权秩序的

通知》，推动构建摄影作品版权保

护长效机制。

通知明确构成摄影作品的

要件是具有独创性，并强调以新

闻事件为主题的摄影作品不属

于时事新闻，受著作权法保护；针

对实践中存在的篡改摄影作品

标题或作品原意等问题，强调对

作者人身权的保护，并重申著作

权集体管理组织的法律地位和

法定职责；规定图库经营单位义

务，特别针对图库经营单位虚构

版权、虚假授权、不正当维权等行

为进行规制，对于实践中存在的

对著作权保护期届满及著作权

人放弃财产权的摄影作品进行

收集整理形成的图库，明确图库

经营单位不得以版权许可使用

费名义收取费用；强调教科书法

定许可中摄影作品作者的获酬

权；重申行政投诉的材料要件，强

调权利声明、水印不能单独作为

著作权权属证据；鼓励各方开展

合作、形成合力，共同推动摄影作

品版权秩序进一步规范等。

国家版权局有关负责人表

示，近年来，随着摄影作品在网络

传播中大量使用，图片侵权盗版

现象较为严重。同时，一些图库

经营单位不合法、不正当维权行

为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为回应

业界呼声，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

映强烈的版权问题，为媒体融合

发展营造良好版权法治生态，国

家版权局将图片版权整治纳入

“剑网2019”专项行动，查办了

一批涉及摄影作品侵权盗版案

件，取得了积极成效。各级版权

行政执法部门将进一步加大打

击侵权盗版力度，依法维护摄影

作品著作权人合法权益。

国家版权局发布通知
规范摄影作品版权秩序

针对手机App过度收集用

户信息、用户隐私泄露隐患等问

题，今年5月中旬，工信部通报了

一批侵害用户行为的App，并责

令整改。

北京师范大学网络法治国

际中心高级研究员臧雷介绍，在

操作系统中允许App通过自启

动、关联启动等方式被唤醒，其本

意是增强手机、购票机等电子设

备覆盖和适用各类应用环境的能

力，方便用户在各类应用间切

换。但如果存在通过权限等机制

收集个人信息的行为，且并未在

隐私政策等规则中明确指出具体

目的的，其收集个人信息的频度

则涉嫌超出了业务功能实际需

要。“要解决此类问题，既要堵住

技术漏洞又要强化法律保障。”

奇安信集团工程师认为，安

卓系统权限过大，不同开发者可

在安卓系统上对底层代码自行

修改，这是用户管不住“任性”

App的重要原因，而一些应用

市场则对App安全性审核不

严，致用户利益受损。

暨南大学网络空间安全学

院院长翁健等专家建议，应将

“是否存在超范围获取用户信息

风险”列为App安全审查核心

标准之一，不能满足安全标准者

不得进入市场。

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

师孟博表示，对于App提供的

格式化的用户协议或隐私政策，

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取决于网络

运营者是否尽到法律要求的合

理提示义务，如果存在通过格式

条款加重用户责任、排除用户主

要权利等情形，该条款无效。

另外，臧雷等专家也提醒，

当前不少手机操作系统可以对

App运行情况进行监测，用户

应提高信息安全意识，定期检查

App运行情况。 （新华社）

强制跳转启动关联启动
我的手机App我咋管不住

用户应提高信息安全意识，定期检查App运行情况

“点击手机网页却跳转
到App”“并未调用App却
自行开启后台运行”“某个
App被调用后自行调用、
激活众多其他App”……
部分手机App持续“任性
不服管”，不仅让用户无奈，
也损害用户权益，造成安全
隐患。

手机App如此“任性”
是何原因？会增加哪些风
险？漏洞如何堵上？新华
社记者就此展开调查。

“任性”App
各种“管不住”

“现在用QQ浏览器打开

腾讯网，点击一个链接，就会自

动蹦出腾讯新闻App。”习惯通

过手机浏览器阅读网页的深圳

居民小张说，这种情况导致操

作更繁琐，而且有被强迫使用

之感。

记者尝试多款其他浏览器

发现也存在此类情况。如通过

Chrome浏览器尝试百度搜

索，有时会自动启动百度App；
通过UC浏览器打开淘宝网，有

时则会跳转到手机淘宝App。
一家知名互联网企业CEO

曾公开表示，因不满强制跳转启

动，他选择卸载百度App。
除“强制跳转启动”，记者发

现，安卓系统手机上多款App
存在频繁自启动、关联启动，访

问、读取手机用户信息的情况。

如网易邮箱、QQ等常用工

具App几乎每天自启次数都在

100次左右；滴滴出行App启

动后在一分钟之内尝试启动9
款其他App；途牛旅游App在

自启动后的一分钟内尝试启动

15款其他App后台运行。部

分办公、社交、娱乐类App启动

后会在短时间内高频次访问手

机照片、文件，多者超万次，还有

的则频繁读取用户通讯录等信

息。

此外，记者还发现，有App
在格式化的隐私政策或相关规

则中“藏”入授权“跳转启动”“关

联启动”等方式的条款，诱导或

迫使用户同意。

奇安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的一名工程师向记者透露，

安卓系统中，通过在App程序

中加入特定代码，即可实现从网

页向本地App强制跳转。“有的

是点击一次链接就自动跳转，有

的是点击、使用多次会唤起后台

的App，让它接管用户原来在

网页操作的功能。”

该工程师表示，“自启动”“关

联启动”的原理与此类似，都是开

发者通过在系统加入特定代码让

App尽可能处在“被使用”的“活

跃”状态，“用户如果不用App，
就让App自己用、互相用。”

为何如此？记者从多名互

联网企业负责人处了解到，一款

App产品的考核指标当中最重

要的是“日活跃用户”。App被

启用次数越多，“日活”数据越

好，商业估值就越高，盈利能力

就被认为越强。“为了抢占市场，

谁都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可以提

高App‘日活’量的方法。”一位

企业负责人说。

另外，一位软件工程师向记

者透露，在用户安装、首次打开或

使用App等过程中授予的各类

权限大都是“一次授权、长期使

用”，这意味着App只要启用，就

可随时收集用户相关信息，如位

置、通讯录、安装应用等。这些信

息当前被广泛用于制作用户画

像、行为标签等方面，有巨大的商

业价值。“无利不起早，部分开发

者让App这么‘勤奋’，‘馋’的是

手机里的用户信息。”

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副

所长周汉华认为，此类行为导致

发生超用户预期的收集、使用个

人信息的技术风险明显，同时也

大大增加了法律风险。

专家表示，《中华人民共和

国网络安全法》第41条规定，网

络运营者不得收集与其提供的

服务无关的个人信息，不得违反

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和双方的

约定收集、使用个人信息；工信

部《移动智能终端应用软件预置

和分发管理暂行规定》第5条要

求“未经明示且经用户同意，不

得实施收集使用用户个人信息、

开启应用软件”；《App违法违规

收集使用个人信息行为认定方

法》和国家相关技术标准也要

求，收集个人信息需满足最小必

要原则，自动收集个人信息的频

率应是实现产品或服务的业务

功能所必需的最低频率，不得随

意扩大收集范围。

“任性”App“馋”的是利益

管住“任性”App：堵技术漏洞、强法律保障

新华社 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