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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到底去哪儿了？

手机 APP里有猫儿腻

工信部拟规定手机预置软件必须可卸载

手机预装软件一直是用
户们头疼的问题，明明用不上，

却删不掉。对此，工信部近日起
草了《移动智能终端应用软件
(APP)

预置和分发管理暂行规

定》，并公开征求意见。 《规定》

明确提出除基本功能软件外的
手机软件，必须可卸载。

事实上，消费者对手机预
装软件无法卸载的不满由来

已久，去年
5

月，深圳的一项
网络调查显示，有超过

98%

的
消费者认为预置应用软件不
能正常卸载不合理。而基本功
能软件主要包括操作系统基

本组件、保证手机正常运行的
应用、基本通信应用、应用软
件下载通道等。除此之外的应
用软件都属于可被卸载的范
畴之内。 （据央广）

不说不知道，一说吓一跳：流量“偷跑”，国人一年至少多付近400亿元
手机套餐流量不清零政策推出不足

2

个月，流量莫名其妙“偷跑”事件频出。不少消费者认为，以往打
电话、发短信分别由时长、条数计算，自己可以查实，可是对于看不见、摸不着的流量如何核实却犯了难。

有网络安全专家称，除了个别大流量“偷跑”事件外，流量非正常消耗已成智能手机通病，每天都有
大量流量在用户不知情下流失。 有数据显示，国人一年为此多付出至少近

400

亿元。

那么，手机流量频频“失控”到底是谁造成的？

运营商频遭质疑

其实“偷”点流量并不易
,

从技术角度基本不可能
11

月
12

日， 武汉市的陈
女士因手机被停机咨询客服，

被告知自己的苹果手机一夜
之间流量跑了

50GB

， 已欠费
930

元。 根据运营商上网记录
数据检测、分析，发现用户前
一晚发生超常流量含有
windows

系统发起的
BT

类型
文件下载记录，累计消耗流量
53.5GB

，不排除该手机开启了
“个人热点”，被电脑或其他设
备接入并下载大量数据文件。

然而，陈女士的丈夫毛先生接
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当晚未曾
开启过“个人热点”，对运营商
检测人员给出的结论提出了
质疑。

据了解，运营商只能监测手
机流量使用状态，推测流量是被
什么操作用掉的。 湖北电信相
关负责人坦言，“个人热点被哪
部设备用了，怎么被用掉的，我
们没有权力入户调查，无法还原
具体的事实。 ”目前虽无最终结
论，不过中国电信已减免该用户
的异常流量费用。

流量究竟是如何计算的？ 据
通信专家介绍，用户使用的流量

分为上行数据和下载数据，当用
户需要访问某网站时，先要发送
请求信号，从而产生一定的上行
数据流，而该网站将相关的信息
发送给用户， 从而产生下载数
据，两部分相加则是用户所消耗
的流量。

近期，浙江省质监局、计量
科学研究院通信参数实验室进
行了通信流量检测试验，以验证
运营商对流量测算的准确性：在
三台多制式无线通信上网流量
监测器中插入三大运营商

SIM

卡，下载同一文件，测试结果显
示： 流量检测数据偏差值为
0.1％－0.15％

。

河南一业内人士表示，运营
商内部有非常严密且精准的计
费和财务报表体系，造假在行业
里无异于自绝后路。

实际上，国内和国际上的通
信运营商目前普遍采用了华为
等公司统一标准通信流量计量
硬件设备。 “国内外该类设备的
技术规格是统一的，运营商想单
独造假‘偷’流量从技术角度基
本不可能。 ”华为公司一位高级
工程师告诉记者。

让流量跑得快成 APP通病

庞大利益驱动着
APP

制作者们惦记用户的流量
网络安全专家裴智勇表示，除

个别大流量“偷跑”事件外，其实流
量非正常消耗已成智能手机通病，

每天都有大量流量在不知情下流
失。 裴智勇举了一个例子，前不久
360

安全团队发现过一种植入手
机正常应用里的木马病毒，只要用
户安装了带有该病毒的手机应用，

即使是滑动解锁屏幕这个小小的
动作，都会消耗一定流量。 “一次解
锁消耗

0.76MB

流量， 一个手机用
户如果每天解锁

150

次，就意味着
一天额外消耗

100

多
MB

流量。 ”

流量偷跑问题与手机系统也
有关。

360

手机安全专家买昭一丁
表示，安卓系统对应用权限是开放
的， 它允许多个程序同时运行，即
使在用户退出该程序后，该程序还
有可能在后台运行并消耗流量。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
APP

从
业者坦言，希望流量跑得快已是行
业通病。 这直接导致很多正常的、

非恶意
APP

软件在制作过程中，

设计了在安装时或之后“套取”用
户手机后台使用权限，尤其是安卓
系统下，很多软件都会在用户不知
情、关不掉的情况下，肆无忌惮地
更新、下载以增加流量消费，其中

不乏很多知名
APP

软件。

“庞大的利益驱动着
APP

制作
者们处心积虑在做好正常

APP

业务
的同时也惦记着用户的流量。 如今，

手机
APP

非正常消耗流量的情况越
来越普遍，这可能是大家觉得流量跑
得快的主要原因。 ”裴智勇说。

“恶意资费消耗软件也形成了
一个产业链，有的软件制作者为了
增加下载量，通过植入用户手机后
台的恶意木马自动下载手机软件，

造成用户流量不知不觉间大量消
耗。 ”买昭一丁说。

独立电信分析师付亮认为，消
费者普遍觉得现在流量越跑越快
还有几方面的原因： 一是随着

4G

流量资费下降，用户资费敏感度减
弱，常开数据服务，有

WIFI

时也懒
得切换的现象增多，导致使用流量
明显增加；二是随着

4G

网络覆盖
越来越好， 更多的用户更换为

4G

手机，原本因为页面打开速度慢而
随时中止、跳转的现象减少，用户
消耗流量有所增长。 此外，新型应
用铺天盖地。手机里各类

APP

功能
在不断翻新，很多以前手机上处理
不了的业务，如今动动手指即可办
理，流量消耗也在不断增长。

流量“偷跑”，国人一年至少多付近 400亿元

360

手机安全卫士监控数据显示，平均每部智能手机每天偷跑流量约
2.33M

。 “按照工信部最新公布
的数据，今年

1

月到
10

月移动流量平均资费为
80

元
／G

，据此保守计算，安装了
360

手机安全卫士的近
6

亿用户，每年因流量‘偷跑’而额外付出的流量资费就将近
400

亿元。 ”买昭一丁说。

加强 APP 市场监管促进信息消费更加透明

付亮认为， 运营商一味赔
偿并不能解决问题， 有必要成
立专门团队， 研究流量走向及
流量变化，追查流量增加原因。

运营商要做好流量经营， 从用

户角度出发为其节省流量。

网络安全专家、 猎豹移动
安全研究员李铁军认为， 为维
护消费者权益， 应加强对恶意
APP

软件制作者的查处和打击

力度。

国家信息化专家委委员宁
家骏表示， 监管部门和运营商
都需要通过体制和机制的创
新，将信息领域的监管和监督

公开化，使老百姓的信息消费
更加透明；国家网络信息安全
形势严峻，加强智能应用

APP

市场的管理和监督势在必行。

（据《现代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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