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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关闭键来了，但藏得有点深
记者实测发现，不仅开关不好找，且关闭推荐≠关闭广告

齐鲁晚报记者
黄寿赓

部分机构
看好行业前景

2月底，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了《关于加
快推进电子证照扩大
应用领域和全国互通
互认的意见》（以下简
称《意见》）。该文件明
确提出了扩大电子证
照应用领域、推动电
子证照全国互通互
认、全面提升电子证
照应用支撑能力三大
核心任务。

据了解，所谓电
子身份证，是基于居
民身份证、采用活体
人脸识别技术的可信
身份认证，是将公民
个人身份，通过人脸
识别的生物技术手段
比对后，在手机应用
上生成的电子证件，
常以带时间戳的二维
码或条形码显示。

相较于实体身份
证，电子身份证除了
在出示时更加方便
外，还可以保护个人
信息免遭泄露，能有
效解决身份证遗失、
被盗用等问题，让核
验身份更高效。

实体身份证极易
导致居民隐私泄露。
而在电子身份证的条
件下，查验身份时只
能获得一个加密的字
符串，那些无关个人
身份验证的信息就无
法被读取。

同时，一旦用户
手机丢失，只需在其
他任一手机上登录，
原手机上的网证就会
自动删除。用户还可
以去可信身份证受理
点重新“刷证”，用二
代身份证芯片再办一
个新网证，旧网证会
自动作废，解决了身份证遗
失、被盗用等问题。

在部分机构看来，未来电
子身份证行业空间巨大。光大
证券称，数字身份基础设施建
设初期，便有千万台终端量级
的场景建设。

相关概念股
接连涨停

受消息影响，A股电子身
份证概念板块持续走高。3月15
日，尽管大盘震荡走弱，但是
电子身份证板块全天逆市领
涨。截至收盘，板块整体上涨
3 . 01%，是同花顺板块里唯一
一个实现上涨的板块。

3月16日，同花顺电子身份
证板块收涨7 . 26%，7只概念股涨
停。其中，南威软件（603636 .SH）
录 得 4 天 4 板 ；远 方 信 息

（ 3 0 0 3 0 6 . S Z ）与 精 伦 电 子
（600355 .SH）录得3天3板，英飞
拓（002528 .SZ）录得2天2板。

公开信息显示，
南威软件系国家电子
证照标准组组长单
位，公司业务包含电
子身份证、驾驶证、证
明等服务民生、服务
社会、服务企业的产
品。2021年前三季度，
公司实现营收6 . 52亿
元，同比上升33 . 34%；
归 母 净 利 润 亏 损
1122 . 39万元，同比下
降70 . 57%。

远方信息系智能
检测识别信息技术和
服务提供商，在生物
特征识别的主要应用
领域上，主要分为公
共领域和商用领域两
大部分；其中，公共领
域主要包括电子身份
证件、电子政务、电子
边境。2021年业绩快
报显示，公司去年实
现营业收入 4 . 5 2亿
元，同比上升12 . 30%；
实现净利润 1 . 1 1亿
元，同比上升55 . 22%。

精伦电子主营业
务为智能制造类产
品、商用智能终端类
产品和软件与信息服
务类产品的开发、销
售和运营。英飞拓主
营业务为人物互联为
核心的智慧城市整体
解决方案提供、建设
和运营服务商。二者
去年业绩均为亏损，
尤其是英飞拓，因预
计商誉资产减值，预
亏9亿—13 . 5亿元。

多只涨停股
提示风险

虽然概念起飞，
但也应注意，部分企
业电子身份证业务占
比较小，或者暂未直
接参与业务。

南威软件在接连
涨停后，公司曾于3月14
日晚间发布股价异动
公告称，“关注到有媒

体报道公司涉及电子证照业务，
公司2020年电子证照项目占全年
营业收入的比重较小，对公司生
产经营不构成重大影响。”

远方信息也于3月16日晚
间发布公告称，公司生物识别
领域业务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浙江维尔科技有限公司主营
业务，目前主要围绕生物识别
技术、产品与服务市场，重点
在交通驾培、金融银行、公共
安全、军工等行业领域开拓业
务。截至当前，公司暂未直接
涉及电子身份证业务。

远方信息表示，从目前来
看，该《意见》的推行实施对公
司生产经营不构成重大影响。
从中长期角度看，这一《意见》的
实施或将为智能生物识别技术
提供更丰富的应用场景，但公司
主营业务在电子证照扩大应用
领域和全国互通互认的规划
下，也或将面临更多的机遇与
挑战，对未来的生产经营的影
响也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齐鲁晚报记者 孙远明

淘宝微信抖音等App
上线算法关闭键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抖
音、今日头条、微信、淘宝、百度、大
众点评、微博、小红书等多款App
均已上线算法关闭键，允许用户在
后台一键关闭“个性化推荐”。

不过，目前大部分App都把
“个性化推荐”关闭键埋得比较深，
一般会在隐私、广告相关的设置选
项中找到。

值得一提的是，微信、大众点
评等App列出了“个人信息收集清
单”，告诉消费者自己收集了哪些
信息，以及如何使用这些信息。

这些让网友又爱又恨的算法
推荐开关都在哪儿？来看网友总结
的“全网超详细关闭教程”：

淘宝：我的—设置—隐私—推
荐管理—关闭个性化推荐；

微信：设置—个人信息与权
限—个性化广告管理—关闭个性
化广告；

抖音：我—设置—通用设置—
管理个性化内容推荐—关闭；

微博：我—设置—隐私设置—
个人信息与权限—关闭个性化内
容推荐；

小红书：隐私设置—个性化选
项—关闭个性化推荐。

可以发现，许多个性化推荐开
关按钮藏在多层菜单下，找起来并
不太容易。

有的重新下载后
会默认打开

这个一键关闭“个性化推荐”
的功能是否好用呢？翻看网友实测
后的一些评论，可以发现一些问
题。有的网友反响不错。但有的网
友表示，关闭个性化推荐，并不是
关闭广告，广告数量不会减少。齐
鲁晚报记者尝试了多个App后发
现，确实存在这类情况。

还有网友表示，有的App的个
性化推荐关闭是存在有效期的。还
有网友表示，有的App会在软件更
新后，再默认打开算法推荐。

记者卸载某App软件测试，发
现在下载完成打开软件后，页面跳
出《个人信息保护指引》。如果选择
不同意，则又跳出温馨提示。提示
内容简而言之便是：同意《个人信
息保护指引》后方可使用App，否
则将无法使用。记者选择了暂不使
用后，被App强制退出。选择同意

《个人信息保护指引》后，软件正常
使用。随即，找到个性化推荐设置
发现，呈现打开状态。

还有网友陷入了尴尬的两难
境地：关上个性化推荐后，发现没
有感兴趣的视频，又开了回来。

“难道个性化推荐不能默认关
闭吗？”多个网友提出了疑问。

为何多个常见的App悄悄给
出了关闭个性化推荐的选项？

原因在于，经过多年发展，算
法推荐成为数字时代的标配，应用
于互联网的各个领域，不管是用户
画像、个性化推荐之类的互联网公
司获客、活跃用户、增强用户黏性
的手段，还是用户网上购物、订外
卖、看短视频、浏览新闻、听音乐
等，都离不开算法推荐。

近年来，算法应用在给政治、
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的同

时，算法歧视、“大数据杀熟”、诱导
沉迷等算法不合理应用导致的问
题，也在深刻地影响着正常的传播
秩序、市场秩序和社会秩序，给维
护意识形态安全、社会公平公正和
网民合法权益带来挑战。

北京大学互联网发展研究中
心发布的《中国大安全感知报告

（2021）》显示，受访者中，60%担心
自己的信息在数字环境中有泄露
风险，70%担心个人喜好、兴趣被
算法“算计”，50%表示在算法束缚
下想要逃离网络、远离手机。

甚至，在某平台上，还有网友
为避免被算法捕捉信息组建的“反
技术依赖小组”，目前已有成员超
过两万人。

这意味着算法构建的不只是
“信息茧房”，还可能是“信息囚
笼”，用户明知不妥又挣不脱。再聪
明的算法，都应该是在平台的利用
下，为人的发展而服务。

新规出台
避免被算法所“困”

为让算法有制度的约束，日
前，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工业
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国家市场监
督管理总局联合发布《互联网信息
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以下简
称《规定》），自2022年3月1日起施
行。

《规定》第十七条要求：算法推
荐服务提供者应当向用户提供不
针对其个人特征的选项，或者向
用户提供便捷的关闭算法推荐服
务的选项。用户选择关闭算法推
荐服务的，算法推荐服务提供者
应当立即停止提供相关服务。同
时，针对群众普遍关心的用户权
益保护问题，《规定》明确了对于
算法推荐服务提供者的用户权益
保护要求。

一是算法知情权，要求告知用
户其提供算法推荐服务的情况，并
公示服务的基本原理、目的意图和
主要运行机制等。

二是算法选择权，要求向用户
提供不针对其个人特征的选项，或
者便捷的关闭算法推荐服务的选
项。用户选择关闭算法推荐服务
的，算法推荐服务提供者应当立即
停止提供相关服务。算法推荐服务
提供者应当向用户提供选择或者
删除用于算法推荐服务的针对其
个人特征的用户标签的功能。

三是针对向未成年人、老年人、
劳动者、消费者等主体提供服务的

算法推荐服务提供者作出具体规
范。如不得利用算法推荐服务诱导
未成年人沉迷网络，应当便利老年
人安全使用算法推荐服务，应当建
立完善平台订单分配、报酬构成及
支付、工作时间、奖惩等相关算法，
不得根据消费者的偏好、交易习惯
等特征利用算法在交易价格等交易
条件上实施不合理的差别待遇等。

个人信息保护
越来越严格

自2021年以来，随着各类数据
安全以及个人信息保护管理条例
的推出，国内对于互联网企业及算
法平台等机构组织的监管管控，正
变得越来越严格。

2021年8月21日，《个人信息保
护法》正式发布，同年11月1日正式
施行。而在此之前，《数据安全法》
于2020年6月发布，随后在2021年9
月1日正式施行。如今，在《数据安
全法》以及《个人信息保护法》等上
位法基础上，此次《规定》再度将算
法监管纳入网络综合治理体系。

对此，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互
联网法律研究中心主任方禹在采
访中指出，“《规定》的出台是深入
推进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综合治
理的需要。这对于明确算法推荐服
务提供者主体责任，着力提升防范
化解算法推荐安全风险的能力，进
一步促进算法相关行业健康有序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还有媒体指出，“算法需
依法，交出‘钥匙’只是保障数字信
息安全的第一步。”天府评论在文
章中提到，规范算法，最直接受益
者就是用户，算法推荐是一个综合
性、全局性问题，涉及平台治理、数
据安全保护等多方面。首先要搞清
楚，要从“生成合成类、个性化推送
类、排序精选类、检索过滤类、调度
决策类”这五类应用去规范算法的

“黑箱”操作。再进一步要求相关企
业，全面将开关放置在显要位置，
相关部门不妨根据我国互联网发
展实际情况，加快完善算法规范、
法律。敦促互联网企业进一步明晰
个人信息收集清单，并告知信息主
要用途，做好信息保障服务，为用
户喂下“定心丸”。

经济日报则在评论中指出，“消
费者的心思可以猜，但猜的企业要
合法合规，被猜的用户得心甘情
愿。”

（部分内容来源于人民日报、
经济日报、新浪微博等）

你的手机会“读心术”吗？在生活中，许多人会有这种感
受：刚说了某样东西不错，打开手机某App就给你推送了信息；
刚看了一个主题的视频，平台竟然渐渐全是这类视频……

这便是算法推荐在起作用。长此以往，许多网友开始对这
种情况感到不满，甚至恐惧。有人说：如果能有个开关多好，可
以根据自己喜好选择是否推荐。如今，这个“开关”来了！

尽管近期大
盘震荡，但有一板
块“涨势喜人”，这
便是“电子身份
证”。3月15日—16
日，同花顺电子身
份证板块分别上涨
3 . 01%、7 . 26%，多只
概念股接连涨停。

涨停背后，也
应注意到，目前部
分企业电子身份
证业务占比较小，
或暂未直接参与，
南威软件、远方信
息等上市公司已
经发布股价异动
公告，提示相关投
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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