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整治内容包括：私自收集个人
信息；超范围收集个人信息；私自
共享给第三方用户信息；强制用户
使用定向推送功能；不给权限不让
用；频繁申请权限；过度索取权限；
账号注销难。

“

”

经销商库存高企 车市寒冬持续

北京商报讯（记者 魏蔚 彭慧）11月4
日，工信部启动App侵害用户权益专项整

治工作，整治时间从即日起至2019年12月

20日，将重点对违规收集用户个人信息、违

规使用用户个人信息、不合理索取用户权

限、为用户账户注销设置障碍四个方面进

行整治。其中，私自收集个人信息的App在

督促整改无效后，将被强制下架。

前有支付宝芝麻信用因违规收集使用

个人信息被约谈，后有花生日记涉嫌传销

遭罚款，App侵害用户权益的行为频现。工

信部也指出，近期，App违规收集个人信

息、过度索权、频繁骚扰用户等侵害用户权

益问题突出。

据统计，我国境内应用商店数量超过

200家，上架应用近500万款。截至今年9月

底，App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专项

治理工作组已经评估近600款用户量大、与

民众生活密切相关的App，并向其中问题

严重的200余款App运营者告知评估结果，

建议其及时整改，整改问题达800余个。

工信部表示，此次专项整治行动面向

App服务提供者和App分发服务提供者两

类主体对象，重点整治违规收集用户个人

信息、违规使用用户个人信息、不合理索取

用户权限、为用户账号注销设置障碍等四

个方面的八类突出问题。

具体问题包括：私自收集个人信息；超

范围收集个人信息；私自共享给第三方用

户信息；强制用户使用定向推送功能；不给

权限不让用；频繁申请权限；过度索取权

限；账号注销难。

按照工信部的计划，整治工作分为企

业自查自纠、监督检查和结果处置三个阶

段，时间为2个月。

即日起至11月10日是企业自查自纠

阶段。App服务提供者对照前述八类问题

认真开展自查，发现问题及时整改；App

分发服务提供者组织对所分发App进行

全面检查，对存在问题的违规应用软件予

以督促整改，拒不改正的应组织予以下架

处理。

11月11日-11月30日是监督抽查阶

段。工信部将组织第三方检测机构对App

进行技术检测和检查，重点抽测与群众生

活密切相关、下载使用量较大的App产品

和分发平台。对群众反映强烈、难以接受、

认为不合理的App，工信部将组织电信用

户委员会、中国互联网协会以及相关媒体

机构开展用户和专家评议。

12月1日-12月20日是结果处置阶段。

工信部将对存在问题的App统一进行通

报，依法依规予以处理，具体措施包括责令

整改、向社会公告、组织App下架、停止

App接入服务以及将受到行政处罚的违规

主体纳入电信业务经营不良名单或失信名

单等。

2019年以来，相关部门严查App获取

用户权限等问题。1月25日，中央网信办、工

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决定

自2019年1-12月，在全国范围组织开展

App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专项治

理。9月15日，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

心发布《移动App违法违规问题及治理举

措》指出，App和SDK（软件开发工具包）存

在六大类问题，并对涉嫌违规的墨迹天气

等企业予以点名。

App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背

后，是我国个人数据保护立法尚不完善。公

安部第三研究所副所长李建瓴认为，个人

信息保护虽已写入网络安全法，但仍存在

可操作性不强等问题。

北京商报记者了解到，为保护互联网

用户个人信息，国家先后出台了《网络安全

法》、《电信条例》和《规范互联网信息服务市

场秩序若干规定》、《电信和互联网用户个人

信息保护规定》、《移动智能终端应用软件预

置和分发管理暂行规定》等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这些文件为此次专项整治行动提供

法律依据。李建瓴也建议，尽快推进专门的

个人信息保护法规的制定和出台，为个人

信息提供系统性、体系化的保护。

此外，App专项治理工作应做到技术

手段与行政监管并重。“好的技术手段需要

依托行政监管落地，行政措施也需要技术

手段来做支撑。”公安部第一研究所副所长

于锐说。

私自收集用户个人信息 工信部将下架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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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再裁员？

北京商报讯（记者 石飞月）11月4日，
有消息称，三星电子将裁掉中国公司1/3的

员工，裁员主要涉及销售和市场销售部门，

同时把中国市场的11个分公司以及办事处

最终合并成5个。

对此，三星电子方面回应北京商报记

者称，针对内外部经营环境的不确定性以

及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三星电子对相关

业务进行了调整，以此推动在中国5G市

场中的快速增长。顺应5G时代的发展需

求，三星电子以5G产品为核心调整了产

品线，并加强了与国内领先零售渠道商的

战略合作，进一步强化三星电子在中国的

移动业务。

这并不是三星电子在中国的首次业务

调整。据了解，去年三星就关闭了天津手机

生产线，并对员工采用了N+3的赔偿方案；

今年10月，三星又关闭了位于中国的最后

一家手机工厂惠州三星工厂。

近两年，三星手机在中国市场的表现

不佳。2013年，三星手机在中国市场占有率

为20%，短短五年时间，该数据已跌到1%

以下。市场调研机构IDC数据显示，2018

年，三星手机在中国市场的销量为334万

部，市场占有率仅为0.8%。

业内人士认为，三星在中国市场的产

量和销量逐渐降低，为了节约成本，启动裁

员和关厂是正常的商业逻辑和节奏。

不过，三星并没有放弃中国手机市场

的打算。该公司表示，中国一直都是三星电

子最重要的战略市场之一，也是全球最大

的手机市场之一，三星电子在今年下半年

以及明年都将继续推出具有市场竞争力的

产品，未来也将继续努力为中国消费者提

供更好的产品与服务。

在产品方面，三星持续发力中国5G市

场 ，2019年 下 半 年 ， 已 推 出Galaxy

Note10+5G、GalaxyA905G、心系天下

W20三款5G产品，2020年三星将以5G产

品为主，再推出6、7款以上的5G产品，打造

以5G智能手机为核心的产品线。从京东等

电商渠道的销售数据来看，三星在国内发

布的首款5G手机三星Note10+5G版，销

售情况比预期要好很多。

除了手机，三星半导体业务也表现疲

软。三星电子三季度财报显示，当季营业利

润介于7.6万亿-7.8万亿韩元之间，这一数

字较今年二季度的6.6万亿韩元增长

16.67%，但较上年同期的17.57万亿韩元下

降56.18%。在声明中，三星电子将原因归咎

于半导体业务的疲软，称主要是由于全球

存储芯片价格的滑坡。

如今，存储器的价格正在下滑，DRAM

eXchange数据显示，当季DRAM（动态随

机存储器）价格降低10%、NAND（计算机

闪存设备）价格降低15%。这一行业现象

影响到的不仅是三星电子。半导体市场研

究机构ICInsights发布的2019年麦克莱

恩报告（MacCleanReport）显示，三星电

子、海力士和美光科技上半年销量都大幅

下滑，其中，三星电子芯片销售额下降了

33%，海力士下降35%，美光科技下降

34%。

■经销商高库存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最新一期“中

国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调查”显示，2019

年10月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为62.4%，

库存预警指数警戒线为50%，库存预警指数

位于警戒线之上。

从分指数情况看，10月库存指数为

62.3%，环比上升1.8%；从业人员指数为45%，

环比上升2.2%，市场需求指数、平均日销量指

数、经营状况指数环比下降。从区域指数情况

看，10月南区指数为65.3%，高于其他区域。

分品牌类型指数看，10月进口和豪华品牌指

数、合资品牌指数环比上升，自主品牌指数环

比下降。

库存高企背后是终端销量的低迷。乘用车

市场信息联席会发布数据显示，10月1日-27

日，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同比下降15%，走势

持续恶化。分周看，10月第一周，乘用车市场零

售销量同比下降13%；第二周零售销量同比下

降12%；第三周零售销量同比下降19%。

针对销量低迷的原因，中国汽车流通协

会分析称，9月各地车展及季度末经销商冲量

等营销活动透支了一部分市场需求；“十一”

黄金周期间消费者外出游玩，经销商集客量

有所下滑；北方地区进入农忙时节，农村消费

者到店量下降。因此，10月车市压力较大，竞

争环境进一步恶化。

■以价换量失灵

在“金九银十”传统旺季失色的背景下，11

月和12月成为汽车经销商的最后机会。对此，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秘书长郎学红表示，临近

年底，厂家和经销商为完成全年任务将加大促

销力度，再加上11月一些地区将举办大型车

展，预计11月销量将略好于10月。

事实上，对于陷入车市销量低迷期的经

销商来说，“以价换量”已成为一种常用手段。

全国工商联汽车经销商商会一项调查显示，

2019年上半年国内主流品牌平均折扣率在

10%以上，57.3%的经销商反映其代理的主要

产品市场价格低于厂家批发价格。

价格手段立竿见影。今年6月，随着部

分地区即将提前实施国六排放标准，经销

商开始对国五排放标准车型进行降价促

销，部分品牌甚至出现“买一送一”的优惠。

在高折扣刺激下，6月乘用车市场罕见实现

单月正增长。

不过，虽然降价有助于拉抬销量，但也增

加了成本负担和盈利难度。数据显示，2018

年，国内有53.5%的经销商经营亏损；2019年

上半年，亏损面进一步扩大，盈利经销商占比

仅为29%。今年上半年，1.53万家“汽车销售服

务”公司涉及法人、股东变更，超过500家“汽

车销售服务”公司关闭、注销，经销商4S店总数

从2017年的峰值大幅下降14.8%。

■上下游博弈升温

事实上，不仅是经销商面临销量和盈利

压力，车企的日子也不好过。在国内13家乘用

车A股上市公司中，7家车企前三季度出现亏

损，2家净利下滑，仅4家车企实现利润增长。

其中，长安汽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为-26.6亿元，上汽集团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同比下降24.86%，海马汽车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01亿元。

为缓解业绩压力，部分车企仍未放松向

经销商的压库力度。近期，全国工商联汽车经

销商商会在一份报告中称，60%的经销商反

映厂商存在强行压库的行为，全年超过70%

的经销商库存系数超过1.5的警戒线，有

6.71%的经销商库存系数在3以上，有的甚至

超过4。为拿到返利，经销商还必须接受主机

厂不合情理的考核。

在此背景下，下游经销商和上游车企之

间的矛盾日益凸显。今年以来，观致汽车、力

帆汽车、东风日产等品牌经销商都曾向主机

厂提出减负建议。

“为保障自身业绩，厂家想方设法把压力

传导到我们身上，我们只能自己想办法求

生。”某主流合资品牌经销商负责人向北京商

报记者表示，现在市场不景气，尽管厂家提供

一些鼓励政策，但由于今年销量目标没有下

调，所以经销商压力并没有减轻。

近期，全国工商联汽车经销商商会发布

《致乘用车生产企业的倡议书》，呼吁经销商

与车企正视矛盾，共同变革汽车流通行业的

商业模式。

“价格倒挂和商务捆绑是导致汽车经销

服务行业出现大面积亏损的主要原因。”全国

工商联汽车经销商商会负责人表示，“我们从

经销商角度提出，修正商业模式可以从以销

定产、确定合理的进销差、不再利用纵向垄断

变相捆绑经销商入手。同时，我们也期待主机

厂拿出更具智慧的方案，携手推动商业模式

的优化”。

“市场情况带来的压力需要经销商与

车企一起配合承担。”乘用车市场信息联

席会崔东树表示，“以销定产”的根基是市

场预测销量，并非往日实现的销量，车企

应该更好地把握市场走向，经销商也应该

做好“平缓市场颠簸”的角色，从而实现一

种动态平衡。

北京商报记者 钱瑜 濮振宇

迈过“金九银十”， 国内车市仍未迎来真正回暖。

11月4日，北京商报记者从中国汽车流通协会获悉，10

月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为62.4%， 环比上升

3.8%，处于警戒线之上。业内人士表示，无论最后两个

月终端销量能否回暖，经销商都将面对严峻盈利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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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再次调整
中国业务

62万亿韩元（约合518亿美元）
同比下滑5.3%

营收

营业利润

芯片部门营业利润

7.8万亿韩元（约合67亿美元）
同比下滑55.7%

3.05万亿韩元（约合26.19亿美元）
大降77.7%

移动部门营业利润

2.92万亿韩元（约合25.07亿美元）
同比增长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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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变化情况

库存预警指数以
50% 作 为 警 戒
线， 库存预警指
数越高， 反映出
市 场 的 需 求 越
低， 经销商库存
压力越大， 经营
压力和风险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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