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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个人信息不能

﹃
乱伸手

﹄

李万祥

近日，工信部通报 QQ 音乐、

小红书、豆瓣等 38 款 App 存在超

范围收集用户个人信息等违规行

为，并提出限期整改要求。这是

个人信息保护法本月起施行后涉

个人信息领域的最新案例，也是

有关部门对重点问题治理开展

“回头看”时发现的老问题。

超 范 围 收 集 个 人 信 息 ，即

App 收集个人信息，非服务所必

需或无合理应用场景，超范围或

超频次收集个人信息，是典型的

违规收集用户个人信息行为。除

此之外，还有违规使用用户个人

信息，如未经用户同意与其他应

用共享、使用用户个人信息，如设

备识别信息、商品浏览记录、搜索

使 用 习 惯 、常 用 软 件 应 用 列 表

等。此类行为不仅违规，而且涉

嫌违法。

其实，惹恼消费者的不仅是

App 过度收集个人信息，更因其

偷偷摸摸的行事方式。从法律上

讲，消费者有同意权、知情权，享

有“退订”“屏蔽”“举报”的权利。

信息处理者处理个人信息应当遵

循公开、透明原则，公开个人信息

处理规则，明示处理的目的、方式

和范围。然而，平台企业以其自

动化决策方式，根据所收集的个

人信息进行数字画像，“算”出特

征模型，为下一步精准营销等作准备，甚至导致“算法歧视”

“大数据杀熟”。

技术的发展不断促成权利的成长。一方面要保护个人信

息权益，织密保护网，防止“出圈”；另一方面也要促进个人信

息合理利用，取之有道、用之有度。随着一系列规章制度出

台，对侵害用户权益行为的整治力度也在持续加大。截至 9 月

末，国内市场上监测到的 App 数量为 274 万款，比 8 月末净减

少 8 万款。

解铃还须系铃人。揭开 App 的面纱，背后“算法”等技术

的操控者才是罪魁祸首。平台企业按法律要求要定期发布个

人信息保护社会责任报告，接受社会监督，不能简单把“杀熟”

的责任推诿给计算机系统和算法。违反个人信息保护法有关

规定的，相关负责人员不仅将被处最高 100 万元罚款，而且有

可能被禁止从业。

此次通报 App 违规行为，只是相关部门履行法定职责的

第一步。限期整改不到位者必遭重罚。同时，保护个人信息，

并非制定出台法律规章制度就能高枕无忧。关键是在法律实

施后严格执行，划清界限、明确责任，加大违法成本。同时，强

化执法监督，科学研判，提升监管水平，增强预判预防能力，只

有管住向个人信息随意乱伸手的 App，才能实现善治目的。

河南成全球最大人造钻石生产基地
本报记者 夏先清 杨子佩

前不久，河南发现特大金矿的新闻登上

热搜。数十年来，河南黄金年产量一直稳居

全国第二。实际上，不仅是黄金产量高，河

南人造金刚石产量也很高，业界还有“世界

金 刚 石 看 中 国 ，中 国 金 刚 石 看 河 南 ”的 说

法。河南如何把金刚石产业做大？河南造

金刚石如何继续做强？

企业快速发展

作为消费社会典型产物，钻石一度因为

稀缺性被视为宝石之王。然而，随着人工培

育钻石的出现，钻石市场迎来了重大变化。

数据显示，我国金刚石单晶产量占全球

总产量的 90%以上，稳居世界第一。其中，

河南人造金刚石产量占到 80%。至于珠宝

级培育钻石领域，中国的产能约占全球培育

钻石总产能的 50%，其中 80%位于河南，以商

丘市柘城县为主。

“钻石培育，简单地说就是通过技术手

段制造人工钻石。目前，产品供不应求，上

游设备制造商已火力全开。”在日前举行的

第七届中国超硬材料产业发展大会上，与

会专家学者认为，随着消费市场和应用领

域 的 扩 大 ，人 造 金 刚 石 产 业 将 得 到 快 速

发展。

行业发展快慢，企业感受最深。9 月份，

来自河南的钻石企业——力量钻石登陆 A

股。这是河南继豫金刚石、黄河旋风和中兵

红箭后第四家登陆 A 股的钻石培育企业。

作为河南人造金刚石行业龙头企业之

一的黄河旋风股份有限公司，有着较为完整

的产业链，从基础的工业级金刚石制品，到

复杂的钻石级金刚石制品，其产品覆盖了上

中下游各个环节。

“公司投入科研经费 2 亿多元，成功研发

了金刚石合成设备——六面顶人造金刚石

压机。”黄河旋风公司行政事务部主任王延

峰介绍，经过不断完善，压机吨位从 6000 吨

发展到 22000 吨，单次合成产量由原来的 15

克拉提高到 360 克拉。同时，生产产品的品

级也有了大幅提升，不仅代替了进口，而且

实现了批量出口。

在人造钻石产业集群带动下，河南已成

为全球最大的人造钻石生产基地。业内专家

认为，现阶段天然钻石及饰品市场规模超

1000 亿美元，国际市场也逐渐接受了人工培

育钻石，对生产企业来说是难得的发展机遇。

行业生态健全

“目前，河南有专业的研究机构，也有这

个行业的标准化组织和质量检测中心。”河

南省金刚石及制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总工

程师、中国珠宝玉石协会培育钻石分会名誉

会长王秦生介绍，此外，与这个行业关联的

研究所、高校、出口机构、设计院以及龙头企

业大都聚集在河南。

“经过多年发展，河南实现了由我国超

硬材料的研究开发中心向超硬材料及制品

的研究开发与产业化基地转型。”河南省科

学技术协会主席吕国范说，河南已初步形成

了一个以超硬材料为先导、制品为核心、原

辅材料和专用设备仪器为基础、公共技术服

务体系为支撑、产业群体比较集中和相对完

善的特色高技术产业链，为我国成为全球超

硬材料生产大国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应用领域，河南超硬材料企业创造

的产值占全国同领域产值的 50%以上。除

了三大龙头企业之外，河南还有 200 余家超

硬材料及制品生产企业。”吕国范介绍，柘城

被誉为中国钻石之都、金刚石微粉之乡。其

中金刚石微粉产量和出口量占全国市场份

额分别达到 70%和 50%，大颗粒单晶产量占

全国市场份额的 60%。

补足发展短板

“虽然河南超硬材料产业发展迅速，可

还有着中高档产品竞争力薄弱、产品专用化

程度和精细化程度不够、中低端产品产能过

剩且同质化严重、产品应用实验室欠缺或不

够完善、前沿技术研究薄弱及未来可持续发

展动力不足等问题。”王秦生举例说，比如在

工业应用上，当地精密磨具与刀具等产品不

仅难以切入国际高端市场，而且国内高端市

场也以发达国家高档产品为主，这些技术大

多集中在德国、日本等。

正因如此，相关企业也有了明确的目标

和发展方向。王延峰介绍，在黄河旋风未来

的规划中，将通过合作生产交易共同打造具

有全国影响力的集工业用金刚石、线锯与培

育钻石、钻石打磨、首饰加工、第三代半导体

材料研发、自主品牌培育、电商等上下游于

一体的超硬材料产业园区。

“超硬材料主要包括金刚石和立方氮化

硼，但对于不少老百姓来说，一提到金刚石，

最容易联想到饰品‘人造钻石’。”王秦生介

绍，实际上，超硬材料及制品被广泛应用于

航空航天、国防军工、电子信息、汽车制造、

机床工具、高速铁路、石油与天然气钻井、地

质勘探、煤炭及矿物采掘、新能源、矿山建材

等 国 防 建 设 、国 民 经 济 和 尖 端 科 学 技 术

领域。

专家表示，长期以来，不少发达国家一

度将超硬材料及制品作为一种战略性储备

物资，其生产技术长期对相关国家实施禁

运。但随着中国在金刚石制造领域技术的

突破和实现量产，“中国造”金刚石及制品必

将在全球市场有更优秀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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