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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须知

1. 为了得到准确全面的敏感权限及集成SDK分析结果，请上传未加固的包进行检测

2. 由于检测内容和方法的局限，本报告中的部分评估项检测结果可能存在偏差，必要时请进行人工核验结果

3. 本报告为技术性检测报告，不属于法律分析意见，仅用于帮助您发现被检测APP的隐私合规风险

4. 请勿将本报告用于侵犯任何第三方名誉或商誉、隐私、知识产权和其他合法权益的活动

5. 如涉及本报告的技术问题，请联系电话：010-80407455、邮箱：shibinge@baidu.com，技术人员将会及时处理

1 评估依据

序号 检测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

2 《信息安全技术 个人信息安全规范》（GB/T 35273-2020）

3 《关于开展纵深推进APP侵害用户权益专项整治行动的通知》（工信部信管函〔2020〕16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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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检测结论: 存在问题

2.1 工信部信管函〔2020〕164号文测评结果（共43项）

如涉及本报告的技术问题，请联系电话：010-80407455、邮箱：shibinge@baidu.com，技术人员将会及时处理

序号 类型 数量

1 存在问题 2

2 未发现问题 31

3 未评估，请采取人工自评 10

2.2 敏感权限及集成SDK分布说明

序号 检测类型 释义 数量 合规建议

1 敏感权限
APP在Manifest文件中声明及代码中调用的敏
感权限

14

建议根据《常见类型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必要个人信息
范围规定》有关常见类型App收集必要个人信息的规定
及《网络安全标准实践指南 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
（App）系统权限申请使用指南》，并结合App业务功
能实践，合理申请使用敏感权限。

2 过度申请权限
在Manifest文件中声明了但未在代码中调用的
敏感权限

4 建议在Manifest文件中将过度申请权限删除

3 冗余权限
在代码中调用了但未在Manifest文件中声明的
敏感权限

0 暂未发现问题，请结合人工自查

4 集成SDK APP中嵌入的第三方代码、插件 0 暂未发现问题，请结合人工自查

5 冗余权限SDK SDK代码中调用了冗余权限 0 暂未发现问题，请结合人工自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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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5:47.886

22:55:41.539

22:54:52.599

App隐私合规上架护航版检测报告

3 工信部信管函〔2020〕164号文检测详情分析

3.1 APP、SDK违规处理用户个人信息方面

3.1.1 违规收集个人信息。重点整治APP、SDK未告知用户收集个人信息的目的、方式、范围且未经用户同意，私自收集用户个人信息的行

为。

场景1：APP未见向用户明示个人信息收集使用的目的、方式和范围，未经用户同意，存在收集IMEI、设备MAC地址和软件安装列表、通讯录和短信

等信息的行为。

 检测结果: 未发现问题

场景2：APP以隐私政策弹窗的形式向用户明示收集使用规则，未经用户同意，存在收集设备MAC地址、IMEI等信息的行为。

 检测结果: 存在问题

 
改进建议: （1）在APP首次运行或用户注册时以弹窗、突出链接等明显方式主动提示用户阅读隐私政策；

（2）在用户点击同意隐私政策之前，不应提前收集IMEI、设备MAC地址和软件安装列表等信息，以及不应提前向用户申请手机、通讯、短信等敏感权限。

 风险信息: APP以隐私政策弹窗的形式向用户明示收集使用规则，未经用户同意，存在收集个人信息（读取AndroidID）的行为。

 

举证信息： 2023-11-07

[测试动作] 启动史宾格隐私合规检测

读取AndroidID

弹出隐私政策

 

场景3：APP以隐私政策弹窗的形式向用户明示收集使用规则，但未见清晰明示APP收集软件列表、设备MAC地址等的目的方式范围，用户同意隐私

政策后，存在收集软件列表、设备MAC地址的行为。

检测结果: 未发现问题

场景4：APP未见向用户明示SDK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未经用户同意，SDK存在收集IMEI、设备MAC地址和软件安装列表、通讯

录和短信等信息的行为。

 检测结果: 未发现问题

场景5：APP向用户明示SDK的收集使用规则，未经用户同意，SDK存在收集IMEI、设备MAC地址和软件安装列表、通讯录和短信等信息的行为。

 检测结果: 未发现问题

场景6：APP向用户明示SDK的收集使用规则，但未见清晰明示SDK收集设备MAC地址、软件安装列表等的目的方式范围，用户同意隐私政策后，

SDK存在收集设备MAC地址、软件安装列表的行为。

 检测结果: 未发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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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5:47.999

22:54:52.599

场景7：APP在征求用户同意环节，未提供明确的同意或拒绝按钮，或者使用“好的”“我知道了”等词语。

 检测结果: 存在问题

 改进建议: APP在征求用户同意环节，应提供明确的同意和拒绝选项，不应仅使用“好的”、“我知道了”等无法清晰表达用户同意的词语。

 风险信息: App在征求用户同意环节，未提供明确的同意或拒绝按钮，或者使用“好的”“我知道了”等词语。

 

举证信息： 2023-11-07

[测试动作] 启动史宾格隐私合规检测

隐私政策未提供明确的同意或拒绝按钮

场景8：APP在征求用户同意环节，设置为默认勾选。

 检测结果: 未发现问题

3.1.2 超范围收集个人信息。重点整治APP、SDK非服务所必需或无合理应用场景，特别是在静默状态下或在后台运行时，超范围收集个人

信息的行为。

场景1：APP存在收集IMEI、IMSI、设备MAC地址、软件安装列表、位置、联系人、通话记录、日历、短信、本机电话号码、图片、音视频等个人信

息的行为，非服务所必需且无合理应用场景。

 检测结果: 未评估，请结合人工自评

 
改进建议: APP在收集IMEI、IMSI、设备MAC地址、软件安装列表、位置、联系人、通话记录、日历、短信、本机电话号码、图片、音视频等个人信息时，不应超出

其所明示收集目的的合理关联范围。

 

自查方式: 第一步：根据《常见类型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必要个人信息范围规定》确定APP的基本业务功能确定其必要信息范围；
第二步：查看APP收集的信息类型是否超出确定的基本业务功能的必要信息范围；如存在超出情况，确认收集必要信息范围以外的信息是否有为服务所必
需且有合理应用场景；
第三步：查看APP申请电话、短信、位置、通讯录、通话记录、相机等敏感权限是否有合理的实际应用场景；
第四步：在进行第二步或第三步的判断时，如存在无合理应用场景却收集必要个人信息范围之外的信息或无合理应用场景却申请上述敏感权限，则可判定
此项存在问题。

场景2：APP在运行时，未见向用户告知且未经用户同意，存在以特定频率（如每30s）读取收集IMEI、IMSI、设备MAC地址、软件安装列表、位

置、联系人、通话记录、日历、短信、本机电话号码、图片、音视频等个人信息，非服务所必需且无合理应用场景，超出实现产品或服务的业务功能

所必需的最低频率。

 检测结果: 未发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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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3：APP未见向用户明示SDK的收集使用规则，未经用户同意，SDK存在收集IMEI、IMSI、设备MAC地址、软件安装列表、位置、联系人、通话

记录、日历、短信、本机电话号码、图片、音视频等信息的行为，非服务所必需且无合理应用场景，超出与收集个人信息时所声称的目的具有直接或

合理关联的范围。

 检测结果: 未评估，请结合人工自评

 
改进建议: APP向用户明示第三方SDK处理IMEI、IMSI、设备MAC地址、软件安装列表、位置、联系人、通话记录、日历、短信、本机电话号码、图片、音视频等个

人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第三方SDK收集相应个人信息时不应超出其所明示收集目的的合理关联范围。

 

自查方式: 第一步：查看APP隐私政策声明的第三方SDK情况说明是否明确列出其将收集的个人信息类型，如IMEI、IMSI、设备MAC地址、软件安装列表、位置、联
系人、通话记录、日历、短信、本机电话号码、图片、音视频等信息；
第二步：可结合检测报告第四部分敏感权限使用分析和第五部分SDK集成使用情况分析的内容，分析SDK是否申请电话、短信、位置、通讯录、通话记
录、相机等权限以及是否有实际的应用场景；
第三步：如SDK存在申请上述权限及收集相关信息的行为，却没有实际应用场景，可判定为存在问题。

场景4：APP在运行时，未见向用户告知且未经用户同意，存在每2秒读取一次IMEI、位置信息等，非服务所必需且无合理应用场景，超出实现产品或

服务的业务功能所必需的最低频率。

 检测结果: 未发现问题

场景5：APP未见向用户告知且未经用户同意，在后台行为时，存在收集 IMSI、设备序列号等信息的行为，非服务所必需且无合理应用场景，超出与

收集个人信息时所声称的目的具有直接或合理关联的范围。

 检测结果: 未发现问题

场景6：APP未见向用户告知且未经用户同意，在静默状态下或在后台运行时，存在按照一定频次收集位置信息、IMEI、通讯录、短信、图片等信息

的行为，非服务所必需且无合理应用场景，超出与收集个人信息时所声称的目的具有直接或合理关联的范围。

 检测结果: 未发现问题

场景7：APP未向用户明示SDK的收集使用规则，未经用户同意，SDK在静默状态下或在后台运行时，存在收集通讯录、短信、通话记录、相机等信

息的行为，非服务所必需且无合理应用场景，超出与收集个人信息时所声称的目的具有直接或合理关联的范围。

 检测结果: 未发现问题

场景8：APP未向用户明示SDK的收集使用规则，未经用户同意，SDK在静默状态下或在后台运行时，存在按照一定频次收集位置信息、IMEI、通讯

录、短信、图片等信息的行为，非服务所必需且无合理应用场景，超出与收集个人信息时所声称的目的具有直接或合理关联的范围。

 检测结果: 未发现问题

场景9：APP首次运行，用户同意隐私政策后，SDK存在收集IMEI、IMSI、设备MAC地址、软件安装列表、位置、联系人、通话记录、日历、短信、

本机电话号码、图片、音视频等行为，非服务所必须且无合理应用场景，超出与收集个人信息时所声称的目的具有直接或合理关联的范围。

 检测结果: 未发现问题

场景10：APP在运行时，未见向用户告知且未经用户同意，在每次进入特定功能页面时，至少收集1次位置信息、IMEI、通讯录、短信、图片等信息

的行为，非服务所必须且无合理应用场景，超出实现产品或服务的业务功能所必须的最低频次。

 检测结果: 未发现问题

场景11：APP在运行时，未见向用户告知且未经用户同意，在每次点击特定视图控件，至少收集1次位置信息、IMEI、通讯录、短信、图片等信息的

行为，非服务所必须且无合理应用场景，超出实现产品或服务的业务功能所必须的最低频次。

 检测结果: 未发现问题

3.1.3 违规使用个人信息。重点整治APP、SDK未向用户告知且未经用户同意，私自使用个人信息，将用户个人信息用于其提供服务之外的

目的，特别是私自向其他应用或服务器发送、共享用户个人信息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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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1：APP未向用户明示个人信息处理的目的、方式和范围，将IMEI、IMSI、设备MAC地址、软件安装列表、位置、联系人、通话记录、日历、短

信、本机电话号码、图片、音视频等个人信息发送给第三方SDK等产品或服务。

 检测结果: 未发现问题

场景2：APP未见向用户明示分享的第三方名称、目的及个人信息类型，用户同意隐私政策后，存在将IMEI/设备MAC地址/软件安装列表等个人信息

发送给第三方SDK。

 检测结果: 未发现问题

场景3：APP未向用户告知且未经用户同意，将设备识别信息、商品浏览记录、搜索使用习惯、软件安装列表等个人信息传输至APP服务器后，向第

三方产品或服务提供其收集的个人信息。

 检测结果: 未评估，请结合人工自评

 改进建议: 如个人信息传输至服务器后，APP运营者向第三方提供其收集的个人信息，需事先征得用户同意，经匿名化处理的除外。

 

自查方式: 第一步：确认个人信息传输到服务器后是否存在与第三方共享的行为；
第二步：如存在后台数据共享的行为，查验隐私政策查看其中是否说明与第三方共享的情况，并征得用户同意，如存在后台数据共享行为却未告知用户并
征得其同意，则可判定此项不符合规定。

3.1.4 强制用户使用定向推送功能。重点整治APP、SDK未以显著方式标示且未经用户同意，将收集到的用户搜索、浏览记录、使用习惯等

个人信息，用于定向推送或广告精准营销，且未提供关闭该功能选项的行为。

场景1：APP的页面或功能存在定向推送功能，但隐私政策未见向用户告知，将收集的用户个人信息用于定向推送、精准营销。

 检测结果: 未发现问题

场景2：若APP定向推送功能使用了第三方的个人信息来源，但隐私政策未见向用户告知。

 检测结果: 未评估，请结合人工自评

 
改进建议: 若APP定向推送功能使用了第三方的个人信息来源，应以隐私政策弹窗等形式向用户明示业务功能使用第三方的个人信息进行定向推送，并向用户明示第

三方的个人信息来源。

 

自查方式: 第一步：确认APP定向推送功能是否会使用第三方的个人信息来源；
第二步：如会使用，查看APP隐私政策是否说明相关情况及第三方的个人信息来源，如未说明，则判定此项存在问题，无须进行第三步判断。
第三步：查看APP是否以隐私政策弹窗等形式向用户明示相关情况，如没有明示告知，则判定此项存在问题。

场景3：APP隐私政策存在“根据您的偏好进行个性化推荐”等内容，明示存在定向推送功能，但页面中未见显著区分个性化推送服务，如标明“个性化

展示”或“定推”等字样。

 检测结果: 未评估，请结合人工自评

 

改进建议: 目前发现产品中存在“发现”、“推荐”等功能/模块/频道，极可能被认定为提供个性化推荐功能。建议针对上述功能/模块/频道/话术进行排查，确认推荐逻
辑/策略是否确为基于用户个人信息、画像进行个性化推荐。如确认存在个性化推荐，则需按照“显著标示、用户同意、有关闭功能“的要求制定整改方案；
如不存在个性化推荐，建议调整产品上可能会被理解为有个推功能的文案，避免被误伤。

 
自查方式: 第一步：查看APP隐私政策是否存在“根据您的偏好进行个性化推荐XX”等类似内容；

第二步：如存在，查看APP的功能界面中是否显著区分个性化推送服务，如标明“个性化展示”或“定推”等字样，如未标明，则判定此项存在问题。

场景4：APP以隐私政策弹窗等形式明示存在定向推送功能，未提供退出或关闭个性化展示模式的选项，如拒绝接受定向推送信息，或停止、退出、

关闭相应功能的机制。

 检测结果: 未评估，请结合人工自评

 
改进建议: 对于产品存在“将收集到的用户搜索、浏览记录、使用习惯等个人信息，用于定向推送或广告精准营销”的行为，应对个性化推荐功能显著标示，并经用户

同意，同时在设置界面提供关闭个性化展示的选项。

 
自查方式: 第一步：查看隐私政策是否说明存在定向推送功能；

第二步：如存在，查看APP设置界面是否提供了个性化展示的开关；如未提供，则判定此项存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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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设置障碍、频繁骚扰用户方面

3.2.1 APP强制、频繁、过度索取权限。重点整治APP安装、运行和使用相关功能时，非服务所必需或无合理应用场景下，用户拒绝相关授

权申请后，应用自动退出或关闭的行为。重点整治短时长、高频次，在用户明确拒绝权限申请后，频繁弹窗、反复申请与当前服务场景无关

权限的行为。重点整治未及时明确告知用户索取权限的目的和用途，提前申请超出其业务功能等权限的行为。

场景1：APP首次启动时，向用户索取电话、通讯录、定位、短信、录音、相机、存储、日历等权限，用户拒绝授权后，应用退出或关闭（应用陷入

弹窗循环，无法正常使用）。

 检测结果: 未发现问题

场景2：APP运行时，未向用户告知申请权限的目的，向用户索取当前服务场景未使用到的通讯录、定位、短信、录音、相机、日历等权限，且用户

拒绝授权后，应用退出或关闭相关功能，无法正常使用。

 检测结果: 未发现问题

场景3：用户注册登录时，APP向用户索取电话、通讯录、定位、短信、录音、相机、存储、日历等权限，用户拒绝授权后，APP无法正常注册或登

录。

 检测结果: 未发现问题

场景4：APP运行时，向用户索取当前服务场景未使用到的电话、通讯录、定位、短信、录音、相机、存储、日历等权限，且用户拒绝授权后，应用

退出或关闭（应用陷入弹窗循环，无法正常使用）。

 检测结果: 未发现问题

场景5：APP运行时，在用户明确拒绝通讯录、定位、短信、录音、相机、日历等权限申请后，仍向用户频繁弹窗申请与当前服务场景无关的权限，

影响用户正常使用。

 检测结果: 未发现问题

场景6： APP在用户明确拒绝通讯录、定位、短信、录音、相机等权限申请后，重新运行时，仍向用户弹窗申请开启与当前服务场景无关的权限，影

响用户正常使用。

 检测结果: 未发现问题

场景7：APP首次打开或运行中，未见使用权限对应的相关功能或服务时，提前向用户弹窗申请开启通讯录、定位、短信、录音、相机、日历等权

限。

 检测结果: 未发现问题

场景8：APP未见提供相关业务功能或服务，申请通讯录、定位、短信、录音、相机、日历等权限。

 检测结果: 未评估，请结合人工自评

 

改进建议: （1）建议遵循最小必要原则，仅申请APP业务功能所必需的权限，不申请与业务功能无关的权限（即使用户可选择拒绝）。如APP申请的敏感权限与现有
业务功能无关，建议删除无关权限。
（2）可参考《网络安全标准实践指南 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APP）系统权限申请使用指南》，其给出了权限相关的业务功能示例以及与常见服务类型相关
程度较低不建议申请的安卓系统权限。

 

自查方式: 第一步：核查APP申请使用了哪些敏感权限；
第二步：将APP拟申请使用的敏感权限与APP功能进行对应，查看是否存在无须申请权限也可实现相应业务功能的情况；
第三步：如存在无须申请权限也可实现相应业务功能的情况，则判定此项存在问题。

3.2.2 APP频繁自启动和关联启动。重点整治APP未向用户告知且未经用户同意，或无合理的使用场景，频繁自启动或关联启动第三方APP

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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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1：APP未向用户明示未经用户同意，且无合理的使用场景，存在频繁自启动或关联启动的行为。

 检测结果: 未发现问题

场景2：APP虽然有向用户明示并经用户同意环节，但频繁自启动或关联启动发生在用户同意前。

 检测结果: 未发现问题

场景3：APP非服务所必需或无合理应用场景，超范围频繁自启动或关联启动第三方APP。

 检测结果: 未发现问题

3.3 欺骗误导用户方面

3.3.1 欺骗误导用户下载APP。通过“偷梁换柱”“移花接木”等方式欺骗误导用户下载APP，特别是具有分发功能的移动应用程序欺骗误导用

户下载非用户所自愿下载APP的行为。

场景1：APP 广告页面、开屏广告、主屏等功能页面，无显著APP下载提示，点击即自动下载非用户所自愿下载APP。

场景2：APP 广告页面、开屏广告、主屏等功能页面，以“是否立即开始游戏”方式欺骗误导用户自动下载非用户所自愿下载APP。

场景3：APP 广告页面、开屏广告、主屏等功能页面，以“领取红包”方式欺骗误导用户自动下载非用户所自愿下载APP。

场景4：APP 广告页面、开屏广告、主屏等功能页面，点击“下载按钮“以外区域，自动下载非用户所自愿下载APP。

 检测结果: 未发现问题

场景5：暂停下载非用户所自愿下载APP，关闭并重新运行本APP后，自动恢复下载被暂停的非用户所自愿下载的APP。

场景6：APP 广告页面、开屏广告、主屏等功能页面，通过设置关闭障碍等方式欺骗误导强迫下载非用户所自愿下载APP。

场景7：APP 广告页面、开屏广告、主屏等功能页面，下载的APP与向用户所作的宣传或者承诺不符。

 检测结果: 未评估，请结合人工自评

 

改进建议: （1）如APP广告页面、开屏广告、主屏等功能页面分发APP，在用户非主动点击触发下载APP时应当提供暂停或取消下载按钮。
（2）APP不应设置误导按钮，如将页面上的关闭按钮设置为开始下载的按钮。
（3）APP应保证功能页面宣传的APP与用户实际下载的APP保持一致。

 

自查方式: 第一步：查看APP是否存在如下行为：
1）暂停或取消非主动点击触发下载的APP，关闭并重新运行本APP后，被用户暂停或取消下载的APP自动恢复下载；
2） APP广告页面、开屏广告、主屏等功能页面，模拟用户点击页面上的关闭按钮，开始自动下载APP；
3） APP广告页面、开屏广告、主屏等功能页面宣传的APP是A，而模拟用户下载获得APP是B。
第二步：如APP存在如上任一种行为，可判定此项存在问题。

场景8: APP 信息窗口通过用户“摇一摇”等交互动作触发页面或第三方应用跳转的，未清晰明示用户需要执行的触发动作及交互预期，或通过设置高

灵敏度降低交互动作判定阈值，造成误导、强迫式跳转。

 检测结果: 未发现问题

3.3.2 欺骗误导用户提供个人信息。

场景1：非服务所必需或无合理场景，通过积分、奖励、优惠等方式欺骗误导用户提供身份证号码以及个人生物特征信息的行为。

 检测结果: 未发现问题

3.4 应用分发平台责任落实不到位方面

3.4.1 应用分发平台上的APP信息明示不到位。重点整治应用分发平台上未明示APP运行所需权限列表及用途，未明示APP收集、使用用户

个人信息的内容、目的、方式和范围等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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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1：应用分发平台下载页面所明示的APP的名称与下载安装后的APP名称不一致。场景2：应用分发平台未明示所分发APP的真实完整有效的开发

者或运营者信息。场景3：应用分发平台明示的APP开发者或运营者信息与APP的隐私政策或用户协议等自声明中的开发者或运营者信息不一致。场

景4：应用分发平台下载页面未显著明示所分发APP的开发者或运营者信息，隐藏在二级链接。场景5：应用分发平台未明示所分发APP的版本信息。

场景6：应用分发平台下载页面未显著明示所分发APP的版本信息，隐藏在二级链接。场景7：应用分发平台下载页面未明示所分发APP的安装及运行

所需权限列表及用途。场景8：应用分发平台下载页面未明示所分发APP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内容、目的、方式和范围。

 检测结果: 未评估，请结合人工自评

 

改进建议: （1）应用分发平台下载页面所明示的APP名称与下载安装后的APP名称应保持一致；且明示真实完整有效的开发者或运营者信息；保持APP开发者或运营
者信息与APP的隐私政策或用户协议等自声明中的开发者或运营者信息一致。
（2）应用分发平台下载页面应显著明示所分发APP的开发者或运营者信息和所分发APP的版本信息，不应隐藏在二级链接中，且明示所分发APP的安装及
运行所需权限列表及用途和明示所分发APP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内容、目的、方式和范围。

 

自查方式: 第一步：查看APP是否存在如下行为：
1）应用分发平台下载页面所明示的APP名称与下载安装后的APP名称不一致；且未明示真实完整有效的开发者或运营者信息；APP开发者或运营者信息与
APP的隐私政策或用户协议等自声明中的开发者或运营者信息不一致；
2）应用分发平台下载页面未明示所分发APP的开发者或运营者信息、版本信息，权限列表及用途和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内容、目的、方式和范围；
3）应用分发平台下载页面所分发APP的开发者或运营者信息和所分发APP的版本信息，隐藏在二级链接中。
第二步：如APP存在如上任一种行为，可判定此项存在问题。

3.4.2 应用分发平台管理责任落实不到位。重点整治APP上架审核不严格、违法违规软件处理不及时和APP提供者、运营者、开发者身份信

息不真实、联系方式虚假失效等问题。

场景1：所分发App的开发者身份信息不真实或不准确。场景2：所分发App的开发者联系方式失效。场景3：所分发APP上架审核不严格、违法违规

软件处理不及时。

 检测结果: 未评估，请结合人工自评

 

改进建议: （1）APP上架审核严格。
（2）违法违规软件处理及时。
（3）APP提供者、运营者、开发者身份信息确保真实、联系方式无虚假失效等。

 

自查方式: 第一步：查看APP是否存在如下行为：
1） APP上架审核不严格；
2） 违法违规软件处理不及时；
3） APP提供者、运营者、开发者身份信息不真实、联系方式虚假失效等问题。
第二步：如APP存在如上任一种行为，可判定此项存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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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申请 已使用获取精确位置(ACCESS_FINE_LOCATION)

 已申请 已使用获取粗略位置(ACCESS_COARSE_LOCATION)

4 敏感权限使用分析

4.1 敏感权限使用总览

4.1.1 申请权限 （14项）

4.1.2 使用权限（10项）

4.2 敏感权限使用分析（10项）

1. 实际采集的个人信息： 粗略位置信息

2. 自身APP使用： 0

3. 嵌入SDK使用：

4. 未知： 6

1. 实际采集的个人信息： 精确位置信息

2. 自身APP使用： 0

3. 嵌入SDK使用：

4. 未知： 6

序号 申请权限 敏感级别及类型 序号 申请权限 敏感级别及类型

1 高敏 2 高敏

3  高敏 过度申请权限 4 高敏

5  高敏 过度申请权限 6 高敏

7 高敏 8  高敏 过度申请权限

9  高敏 过度申请权限 10 高敏

11 中敏 12 中敏

13 低敏 14 低敏

获取粗略位置 获取精确位置

拨打电话 摄像头

读取联系人 读取外置存储卡

读取手机状态和身份 录音

修改通讯录 写入外部存储卡

查看WLAN连接 开机启动

使用蓝牙 检索正在运行的应用

序号 使用权限 敏感级别及类型 序号 使用权限 敏感级别及类型

1 高敏 2 高敏

3 高敏 4 高敏

5 高敏 6 高敏

7 中敏 8 中敏

9 低敏 10 低敏

获取粗略位置 获取精确位置

摄像头 读取外置存储卡

读取手机状态和身份 写入外部存储卡

查看WLAN连接 开机启动

使用蓝牙 检索正在运行的应用

高敏

无

高敏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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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申请 已使用查看WLAN连接(ACCESS_WIFI_STATE)

 已申请 已使用写入外部存储卡(WRITE_EXTERNAL_STORAGE)

 已申请 已使用读取手机状态和身份(READ_PHONE_STATE)

 已申请 已使用读取外置存储卡(READ_EXTERNAL_STORAGE)

 已申请 已使用摄像头(CAMERA)

1. 实际采集的个人信息： 摄像头信息

2. 自身APP使用： 0

3. 嵌入SDK使用：

4. 未知： 12

1. 实际采集的个人信息： 无

2. 自身APP使用： 0

3. 嵌入SDK使用：

4. 未知： 1

1. 实际采集的个人信息： IMEI IMSI 本机号码

2. 自身APP使用： 0

3. 嵌入SDK使用：

4. 未知： 18

1. 实际采集的个人信息： 无

2. 自身APP使用： 0

3. 嵌入SDK使用：

4. 未知： 1

1. 实际采集的个人信息： DHCP信息 WIFI扫描结果

2. 自身APP使用： 0

3. 嵌入SDK使用：

4. 未知： 9

高敏

无

高敏

无

高敏

无

高敏

无

中敏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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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申请 已使用检索正在运行的应用(GET_TASKS)

 已申请 已使用使用蓝牙(BLUETOOTH)

 已申请 已使用开机启动(RECEIVE_BOOT_COMPLETED)

1. 实际采集的个人信息： 无

2. 自身APP使用： 0

3. 嵌入SDK使用：

4. 未知： 1

1. 实际采集的个人信息： 蓝牙信息

2. 自身APP使用： 0

3. 嵌入SDK使用：

4. 未知： 3

1. 实际采集的个人信息： 无

2. 自身APP使用： 0

3. 嵌入SDK使用：

4. 未知： 3

中敏

无

低敏

无

低敏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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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SDK集成使用情况分析（共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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