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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播放次数最多的歌”“最偏爱的美食”“熬
得最长的夜是哪一天”“常用什么表情当嘴替”……
年终岁末，各大APP的用户年度报告如约而至，这些
年度报告全方位覆盖日常生活。同时，大数据贴的
标签靠谱吗？自己都没记得的事儿手机 APP 全知
道，还分析得头头是道，其中是否存在泄露个人隐私
的风险？

现象现象 APPAPP年度报告让用户回顾过去一年年度报告让用户回顾过去一年

QQ音乐、微博、小红书、美团等多个APP近期
推出了“年度报告”功能。这些报告涵盖听歌时长、
飞行航线、消费记录、理财战绩、书影音评分排行、外
卖最晚的点单等多个方面，根据各大平台的特点向
用户发出各具特色的年度总结，在网络中引发热潮。

这些年度报告内容并不复杂，主要包括用户访
问APP的频率、常搜内容、使用习惯等。平台借助大
数据和算法，把用户的兴趣爱好、习惯偏好等内容进
行数据化呈现，让用户直观回顾过去一年的轨迹。

同时，平台也鼓励用户将这份报告分享出去。
为了让用户主动分享年度报告，不少APP都在呈现
形式上下足了功夫。有外卖平台借助AI生成技术，
把用户年度数据融到短剧之中，让用户以第一人称
视角过足了瘾。有APP以颁奖的形式呈现用户年度
报告。

在一些用户看来，这些看似不起眼的数据比他
人更了解自己的心思。南京市民刘女士表示，平时
听得最多的歌它都有记录数据，能够在年底的时候
回顾一下，特别是有一些记录你深夜时候听过最多
的歌，或者说你的年度关键词，就会有一些感触。

质疑质疑 数据极具个性化数据极具个性化 带有很强隐私性带有很强隐私性

然而，质疑声音也渐渐出现。某音乐播放平台
近日推出了 2024 年度听歌报告。随后在社交媒体
上有网友称“年度听歌报告数据不准确”，相关话题
冲上热搜。对此，该平台回复称，随机播放的歌曲也
会计入在内，若账号有出借他人使用，也会导致听歌
数据存在差别。目前听歌报告已生成，不支持更改
重新生成。

在济南市民邱女士看来，她的日常偏好也非常
容易受到平台算法推荐的干扰。“我觉得大数据现在
还是会给我们造成了一定信息的茧房。比如我平时
稍微多看哪些内容，它会根据我们的习惯进行推送，
就会让我们觉得这就是我们的生活，这就是我们的
世界。”邱女士说，这些数据极具个性化，同时也带有
很强的隐私性。邱女士表示，她在各大平台生成过
多份报告，但她从不将报告分享到社交平台。

专家专家 理性看待理性看待 不过于依赖不过于依赖

《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2024）》显示，
2023年，中国人均手机上网的单日时长为7小时15
分钟。在线上生活日益丰富的今天，各平台记录的
客观数据也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种映照。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
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认为，此类年度报告能
引发用户情感共鸣，传播效果较好，已经成为一场年
度营销盛事。这些年度报告不仅可以让用户回顾和
梳理一年中的事件，还是提高个性化体验的一种方
式。通过可视化呈现，用户可以便捷地了解自身在
这一年当中所发生的各类行为。同时，这也是各大
平台增强用户黏性、提高用户参与感的有效手段。
然而，吴沈括也提醒，再精准的数据也无法完全描绘
出完全真实的自我。用户如果过于依赖这些报告，
有可能会掉进大数据编织起的信息茧房当中。大数
据应用过程中存在技术层面的局限性，如数据噪声
和数据错误，它反映了我们部分生活的客观现实，但
非全部。

提醒提醒 个性展示之余存在风险个性展示之余存在风险

在各大APP年度报告刷屏的同时，也有不少网
友担心起了数据对自己的“监控”，容易造成信息茧
房和隐私泄露。

针对网友们的担心，江苏钟山明镜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晓华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
法》《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规定，经营者应采用显
著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与消费者有重大利害关系的
内容。对于信息收集，该规定要求经营者须明示收
集、使用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并经被收集者同
意。“目前来看各个APP在公布年度账单前，都会询
问用户是否同意授权获取个人信息，这样的做法是
符合规定的。”她认为，各个平台获取的数据越多，用
户画像就越清晰，一旦造成数据泄露，用户信息暴露
在不法分子面前容易造成不利影响。张晓华提醒，
网友们应尽量选择官方渠道，不要下载来历不明的
APP。 本报综合消息

一个“陌生快递”、一封“感谢信”、几
张刮刮乐和消费卡……近日，不少市民
收到自己未曾购买的快递包裹，里面放
有各大电商平台的回馈活动感谢信，声
称只要扫码就可免费领取礼物并配送到
家。有些“中奖者”在扫码并按照指示进
行后续操作的过程中，遭受不同程度的
财产损失。对此，记者对相关情况进行
了调查。

““快递单有我姓名快递单有我姓名
但我购物都是用昵称但我购物都是用昵称””

近日，济南市民陈女士收到了一个
来自东莞市的“陌生快递”，拆开后只有
一个印有“聚划算·淘宝百亿补贴行动”
的信封，下方的主办单位列有“淘宝”“京
东”“天猫”“美团”等企业。

陈女士拆开信封后发现，里面装有
一封感谢信和一张刮刮乐抽奖券。

感谢信上称：淘宝聚划算百亿补贴
行动，戴森、蓝月亮、饿了么、美团等，携
手联合在各购物平台随机抽取 66888 名
在购物平台有着5年以上的购物记录的
活跃用户，参与3重豪礼（所获的任意产
品都无需任何费用包邮到家）的专场活
动。刮刮乐上的领取说明则表示：刮出
的奖品通过扫码联系客服可以免费领
取，所有奖品均由美团/饿了么同城免费
配送。

陈女士刮开刮刮乐后发现，上面印
有“戴森吹风机”“支付宝红包”“洗衣液”

等“豪礼”。
“快递单上确实是我的姓名、电话和

具体地址，但我平时购物都是用昵称，从
未用过这样的信息组合进行过网购，不
知道对方是通过什么渠道获取了我的个
人信息的。”陈女士表示，除了个人信息
填写较为反常外，邀请函的印刷质量也
颇为粗糙，用词语病百出，她判断这应该
是诈骗行为。

记者扫描了陈女士提供的刮刮乐上
的二维码，随后网页跳转至一个名为

“梦琪”的“客服对话框”，对方要求
提供收件人姓名、手机号及领取凭
证，随后诱导记者扫码加入领取礼品
的会员群。不过半小时后，该群就解
散了。

市民杨先生收到的，则是从苏州
市寄来的一份“2024 政府家电补贴活
动超市卡”。宣传单上表示，可以“扫
描背面二维码添加客服，所有礼品由
京东包邮到家，无需任何费用”“现金
补贴联系客服领取，现金直接发放到
您的支付宝”。

“我此前也收到过免费的刮刮乐、小
礼品等，诈骗套路都是一样的，没想到这
次又收到了。”杨先生表示。

记者搜索发现，全国各地在近期均
出现了类似的诈骗案件，有“中奖人”根
据提示加群，完成刷单任务、充值等操
作后，非但没有领取到免费商品，反而
造成了上千元至几万元不等的财产损
失。

平台称未有类似活动平台称未有类似活动
寄件方多为虚假身份寄件方多为虚假身份

调查过程中记者注意到，在类似的
感谢信与刮刮乐上，基本都印有“京东”

“美团”“淘宝”等知名电商的署名，这些
平台方对此是否知情呢？记者就此拨打
了多家相关电商平台的客服电话进行咨
询。

“我们了解到，确实有一些不法分
子利用平台的名义，向用户寄送了礼
品卡、E 卡、超市卡等伪造卡片。京东
方面并未寄出过此类快递，也没有举
办类似的馈赠礼品活动。”京东客服表
示，建议消费者不要轻易扫描包裹中
的二维码，以免泄露个人信息，保护好
自身财产安全。淘宝、美团等同样表
示“诈骗快递”中的刮刮乐等内容与平
台无关。

“感觉这些快递应该是批量寄出的，
不仅快递单上印有‘第 185/484 个’的字
样，快递驿站的工作人员也表示，经常能
收到类似的‘空箱子’。”市民王先生介
绍，自己收到了取件短信，通知去一个最
近不太常用的收件地址拿快递。王先生
拨打了快递驿站的电话咨询后，工作人
员表示盒子很空，应该是宣传单或广告，

“对方表示近期这种情况很常见，建议我
直接扔掉。”王先生说。

记者尝试拨打了几个“陌生快递”上
的寄件方电话，一些号码始终无人接听，
另一些则直接是空号。

“节假日或年末购物高峰期，类似的
快递会大量出现。”槐荫区一家快递驿
站工作人员表示，近期有不少市民在取
快递时收到类似的宣传单，“我们整理
入库时也会发现，许多快递盒中‘空空
如也’，用手摇了一下感觉是纸撞击盒
子的声音，基本就能确定是诈骗广告，
我们也会提醒来取快递的用户。”此外，
该工作人员表示，由于寄送纸质内容并
不违规，很难断定是否存在涉诈信息，
（诈骗广告）寄送的地址和联系方式也
时常进行更改，监管起来确实存在一定
难度。

随后记者又以电商身份咨询某主流
快递公司的快递员，是否可以不实名寄
送快递。该快递员表示，初次寄送快递
时需要进行实名认证，不过后期姓名和
手机号都可以更改，不少电商都是以店
铺名字进行投递的，“如果寄送量大的
话，也可以自己打印单子，或者不通过快
递网点，自己找送货渠道寄送”。

本报综合消息

“实际上，近年来类似诈骗方
式一直层出不穷。去年也有不少
市民收到过水杯、镜子、手机支架
等小礼品，诱导‘中奖者’扫码，我
们也在持续根据此类案件对市民
进行反诈知识的宣传与讲解。”历
下公安分局刑警大队反诈中队副
中队长邢树普表示，诈骗分子通过
不法手段获取消费者的个人信息，
寄送大量的“陌生快递”散布二维
码，邀请中奖人扫码兑奖。中奖人
扫码后，诈骗分子先以几元红包、
寄送小礼品等方式获得受害人信
任，再引诱其下载 APP 或入群，以
领奖、返现为由让其入套，诱导其

向陌生账户转账或充值，当中奖人
反应过来被骗时，骗子早已经逃之
夭夭。

邢树普表示，犯罪嫌疑人正是利
用部分市民群众“贪小便宜”的心理，
引导受害人扫描二维码，通过一系列
小额回报引诱受害人投入更多资金，
逐步实施诈骗。

“市民收到类似快递后，里面的
二维码和相关链接都不要进行扫描
和点击。”邢树普提醒广大市民，应
进一步增强反诈意识，不要轻易添
加相关账号做任务或进行交易。同
时，在日常网购或办理业务时，也应
注意保护和处理好自己的个人信

息，以防信息泄露，被非法分子利
用。

“类似快递诈骗应多方配合进
行打击。”山东国曜琴岛（济南）律
师事务所丁富尧表示，一方面，快
递公司应加强管理，严查虚假信息
寄件的情况，一旦发现寄件方使用
假姓名、假地址、假电话等信息寄
件，应对其拒绝发货。另一方面，
相关执法部门也应对此类诈骗行
为采取“零容忍”的态度，严查相关
诈骗分子。“此外，电商平台也要加
强对消费者个人信息的保护。”丁
富尧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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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盖听歌时长、飞行航线、消费记录、理财战绩等

APP年度报告刷屏泄露隐私？
年底豪礼寄到家？“陌生快递”卷土重来

不要轻易扫描陌生二维码不要轻易扫描陌生二维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