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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利用户与侵犯隐私之间是有界限的，应当尊重消费者知情权与选择

权。方便之门不是偷窥之门，绝不能放任 APP 偷窥用户。监管部门要提

高技术水平，不能监管对象“开跑车”，而监管人员还在“蹬自行车”，应依法

加强监管，保护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朱慧卿作（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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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之门绝不是偷窥之门
促进城市群都市圈区域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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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在区域间的增减并不是“匀

质”的。结合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

据，可以发现，我国人口正加速向城市

群、都市圈等区域集聚，更具体一点来

说，主要是向少数的头部大城市及城

区集聚。总体看，我国城市群、都市圈

的发展空间仍然很大，需要进一步引

导人口合理分布，促进城市群、都市圈

协调发展。

以成渝经济圈举例来说，从“六

普”到“七普”，成都市人口增加将近四

成，10 年间增加了近 582 万人，但跟着

成都一起推动“成德眉资”同城化进程

的德阳、眉山、资阳三市的人口却减

少或微增。再看重庆，新增人口主要

去了中心城区，重庆市域范围内规划

了一些“区域中心”，但它们分化明显，

而偏远的区县出现人口收缩的情形。

在粤港澳大湾区，珠三角区域的城市

人口增加，周边城市人口大都减少。

人口究竟应在中心城市与周边的

各类城市、小城镇如何合理分布？这

个问题目前没有“标准答案”。这涉及

多种目标与约束条件，涉及公平、效

率 、安 全 等 多 种 维 度 ，需 要 做 综 合

分析。

“七普”反映出的人口与城市群、

都市圈分布趋势特征提醒我们：不能

笼统地讲城市群与都市圈的人口正在

加速集聚，更不能简单地认为这些大

都市地区的中小城市正在出现经济繁

荣、人口增加的景象。要清醒地看到

城市群、都市圈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

看到“虹吸”现象的长期性、复杂性，看

到大城市“吃不了”与中小城市“吃不

饱”“吃不着”同时并存的情况。应抓

紧建立一套统计与分析体系，对城市

群、都市圈内部进行更具体更精准的

分析，在此基础上进行评估讨论，确定

实现目标的具体路径。

要避免少数核心城市过度集聚各类功能。“七普”数据显

示，27 个省会城市在各自省份的经济首位度普遍高于人口首

位度。一些人据此认为，从经济与人口发展相适应的角度，应

进一步提高这类城市的人口首位度。但要看到，如果一味强

调提高人口首位度，部分城市人口将集聚过多，超出其资源承

受能力与治理能力，不利于该城市健康发展，也不利于其他城

市发展。因此，要因城施策。可供选择的路径有三个，一是提

升大城市的人口首位度，二是合理调整大城市的经济首位度，

三是引导人口在大中小城市构成的都市圈范围内合理分布，

从而促进经济与人口发展程度更加协调。

要进一步提升中小城市特色发展水平。中小城市需要理

性地认识到“虹吸”现象的长期性、复杂性，应放弃不合理的

“大规划”，降低人口的过度预期。加强交通通讯联结，构建便

捷高效畅通的都市圈网络，形成利益综合体，提高中小城市的

发展韧性。进一步健体强身，走出一条专业、精致、特色、新颖

的发展道路。而且，中小城市要积极参与构建都市圈协调机

制，争取中小城市的决策话语权。

一直怀疑被 APP 偷窥的消费者似乎找

到了证据——近日，有网友利用苹果 iOS15

的“记录 APP 活动”功能，发现美团 APP 连续

24 小时对其定位，每 5 分钟一次。该网友忍

不住问：“太恐怖了，这是要干什么？”

拥有 12 亿用户的微信同样被发现在后

台反复读取用户相册。此外，还有多名用户

通过“记录 APP 活动”功能，发现淘宝、QQ、

微博、搜狗输入法等都在后台对用户反复定

位或读取相册。

对此，微信回应称这是系统在相册发生

内容更新时通知微信，提醒微信提前做准

备，这明显是变相承认读取信息属实，只不

过初衷是“方便用户”。美团“工程师”回应

重点落在该款读取软件系境外人员研发，安

全性和保密性存疑，但并未否认真实性，只

是强调大部分主流 APP 都会被检测出此类

情况，自己不是唯一的“出头鸟”。

一段时间以来，APP 过度收集用户信息

已不是新闻，主管部门曾多次通报相关案

例。有些企业涉嫌打着“方便用户”的旗号，

凭借技术优势过度收集用户信息，而用户对

此一无所知，或者找不到真凭实据。这次引

起轩然大波，一是因为主流应用涉及众多，

且读取太过高频；二是普通消费者终于有了

看得懂的工具，技术抓住了技术的小尾巴，

用户这才发现 APP 居然对自己爱得如此“深

沉”：美团每 5 分钟定位一次用户，操心的老

父亲惦记晚归的女儿也不过如此；微信在后

台多次悄悄读取用户相册，让总想翻看孩子

日记的老母亲羡慕不已。可是，父母关心孩

子是血脉亲情，且不会随意越过子女隐私的

边界。

难道 APP 背后的企业比亲爹亲妈更关

心用户？显然不可能。那就得追问，APP24

小时定位用户意欲何为？谁来监管？消费

者如何维权？

APP 过度收集用户信息是一种内卷，为

了提升用户体验，不考虑用户成本随时唤起

随时收集。收集的信息越多，用户画像就越

精准，能开展的经营活动就更多，获利更丰

厚。还有一小部分企业是因为无知或者懒，

利用现成的集成服务开发 APP，其中内嵌了

信息收集功能，可能它自己都不知道。当

然，根本原因是此前没有专门的法律规范用

户信息收集行为，企业越界不犯法，很少受

惩罚，缺少整改的意识和动力。

近几年，国家连续出台一系列保护个人

信息和数据安全的法律法规。数据安全法

已于今年 9 月 1 日起施行，个人信息保护法

将于 11 月 1 日起施行，其中明确收集个人信

息，应当限于实现处理目的的最小范围；处

理个人信息应当与处理目的直接相关，采取

对个人权益影响最小的方式。即使有用户

授权“始终允许”APP 收集信息，但用户不可

能时刻看照片，也不会一直点外卖，并不需

要 APP 随时待命，APP 要求的“始终允许”实

际上违背了上述“最小”原则。

对于部分顶风作案的 APP，监管部门应

要求企业自查自纠，及时整改，将此次曝光作

为一次普法、执法的契机。同时，监管部门还

要提高技术水平，不能监管对象“开跑车”，

而监管人员还在“蹬自行车”。应用商店和

第三方平台也应当负起主体责任，帮助用户

和监管部门发现违规操作。便利用户与侵犯

隐私之间是有界限的，应当尊重消费者知情

权 与 选 择 权 。

方 便 之 门 不 是

偷窥之门，绝不

能 放 任 APP 偷

窥用户。

近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集中通报典型案
例称，近年来长春市下大力气开展伊通河流域综合
整治，流域环境明显改善，但部分区域污水处理厂建
设、雨污分流改造等工作仍然较为滞后，污水直排现
象较为突出，管控措施长期落实不到位，部分已治理
完成的黑臭水体返黑返臭，群众反映强烈。相关乱
象反映了个别地方部分河段河长制存在形同虚设之
嫌，部分河长对有关问题视而不见。可见，治理河流
污染万万不可抱着一劳永逸的心态，除了要建立完
善长效机制，更应狠抓工作落实。有关部门需要做
实做细河长制考核监督工作，确保监督刚性约束，对
失职、渎职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使河长们积极履行
职责，切实守护好每一条河流。

（时 锋）

2021 年 10 月 11 日—13 日，第七届广东国际机器人及

智能装备博览会（简称“智博会”）在东莞广东现代国际展览

中心隆重举办。这是目前华南地区机器人品牌参与度最

高、集聚最多、最符合华南市场的机器人及智能装备展会之

一。通过搭建产业合作平台，有效推动智能制造创新成果

与企业供需对接，助推东莞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先进制造业

中心。

本届智博会以“AI+让智造更智慧”为主题，设有

AI+智造体验、机器人技术及应用、工业自动化解决方

案、协作机器人及智慧物流 5 大精品展区。总体展览面积

3 万平方米，共 300 余家来自中国、日本、德国、瑞士、

美国、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的知名企业参展，包括工业机器

人 4 大家族成员，瑞士 ABB、日本发那科以及川崎机器

人、爱普生、史陶比尔、菲尼克斯、三菱电机、松下、李

群自动化、凯宝机器人、凡诚机器人等，智能制造装备类

参展企业占比达 95%以上。本届智博会有超过 50 家的东莞

本土企业参展，借助展会全方位展示东莞智能制造实力。

展会现场亮点纷呈，国内外众多“网红机器人”亮

相，多项新技术、新产品重磅首发。如 2021 年在电视台

春晚上亮相的会写书法的 ABB 机器人 YuMi 和来自宇树科

技的四足机器人“犇犇”，都在展会上亮相。在协作机器

人展区，深圳越疆科技的全感知协作机器人首发亮相、江

苏集萃智造首次展出灯具装配流程自动化产线、上海非夕

科技首发 10 公斤高负载自适应机器人；在智慧物流展

区，上海仙工智能多用途导航控制器首发亮相、湖南视比

特带来先进的移动式拣货和补货机器人⋯⋯众多品牌企业

带来专门为华南市场量身打造的优质应用方案，助力粤港

澳大湾区制造业转型升级。

展会同期举办了 2021 中国智造业年会暨半导体产业峰

会、2021 年机械装备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发展论坛、“AI 释放

新机遇，大湾区数智再升级”论坛、2021中国智能移动终端产

业发展暨数字化转型高峰论坛、机器视觉创新发展高峰论坛

暨东莞市机器视觉产业联盟成立大会、“专精特新”专题服务

对接会等活动，丰富且专业的同期活动让展会更具活力。

广东智博会自 2015 年以来，已经成功举办 6 届，成为

推动东莞乃至广东省智能制造升级发展的重要平台。目

前，东莞拥有制造业企业超过 19 万家，成为一个巨大的

智能制造市场。东莞期待广大制造业企业借助智博会契

机，主动适应市场需求，加快品牌培育、科技创新，加大

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的

融合发展，进一步提升核心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助力东

莞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先进制造业中心。

在当前 5G+AI 高速发展的大环境下，东莞智能制造产

业呈现出技术创新、日新月异的状态。统计显示，电气机械

及设备制造业作为东莞市支柱产业，2020 年完成规上工业

总产值 3706 亿元，产业份额位于电子信息制造业之后，稳

居全市制造业第二位。目前，东莞智能装备产业呈现出三

大特点：

一是整体水平位于全国前列，2020 年东莞参与的“广

深佛莞”智能装备集群成功入选第二批国家先进制造业

集群。

二是产业特色鲜明，已经形成长安五金模具、横沥模

具、虎门电子线缆、寮步汽车等 4 个规模较大、特色鲜明的

“环轴型”产业集群。此外，松山湖的机器人及智能制造装

备、麻涌新能源汽车等高端装备产业集群也正在加速崛起。

三是企业质量不断提升，经过多年发展，涌现了李群自

动化、广东盈拓科技等一批具有技术优势、产业规模和较大

市场影响力的龙头企业，同时涌现了一批高质量专精特新

企业。在核心零部件方面，东莞引进了汇川技术、固高科技

等知名企业；在减速器领域，自主培育的纳密智能公司已成

功研制出高精度、大承载、低成本的 RV 减速器；在机器人

本体方面，李群自动化已成为国内知名品牌；天机机器人成

功推出全球速度超快的小型六轴工业机器人；

在系统集成方面，上市公司拓斯达将建立智能

制造综合服务示范项目。

当前，国际制造业名城东莞正加强顶层

设计，全力将智能装备产业培育成为未来发

展的“新动能”。

2021 年，东莞市出台了 《关于印发<关

于培育发展战略性产业集群的实施意见>的

通知》，提出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把高端装备产

业集群培育作为东莞电气机械及设备制造业基础高级化、

产业链现代化、提升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支撑。其中，将重

点打造东部智能制造产业基地、银瓶高端装备产业基地、

水乡新能源产业基地等一批重大平台。目前，《东莞市培

育高端装备制造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行动计划 （2021-

2025 年）》 也在加紧编制中。将对照国际先进，厘清产业

短板，从产业技术、关键零部件、生产设备、专业人才、

标准体系等维度寻求重点突破，提升产业发展整体水平。

（数据来源：中共东莞市委宣传部）

助推粤港澳大湾区先进制造业中心建设助推粤港澳大湾区先进制造业中心建设

第七届广东国际机器人及智能装备博览会在东莞举办第七届广东国际机器人及智能装备博览会在东莞举办

·广告

智博会上，300 余家来自海内外的知名企
业带来琳琅满目的机器人新品和贴近华南市场
需求的工业数字化解决方案。

第七届广东国际机器人及智能装备博览会开馆仪式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