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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聚焦——

“刷脸”技术不能成为脱缰野马

这张“脸”，不能谁叫刷就刷
张千千 白 阳

水果勿要过度包装
米效国

12月10日，G213线张掖肃南至青海祁连“东山”隧道
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在作业。工人师傅们不畏严寒加班加
点，隧道开挖掘进、轨道建设等各项工作紧张有序进行，确
保明年6月份实现通车。 王 将摄（中经视觉）

近期，“刷脸”成为舆论

热议的话题。先是有一名高校

老师状告杭州野生动物园刷脸

入园，再有一名教授对自家小

区刷脸门禁说不，还有一些售

楼处在没有征得用户同意的情

况下，用人脸识别系统记录、

分析客户来源，甚至有的地

方上公共厕所取厕纸，也要

刷脸……

截至目前，“刷脸”技术

广泛应用于网络支付、交通出

行、酒店入住等领域，在为用

户提供便捷的同时，也隐藏着

巨大的安全隐患。下一步，人

脸识别技术应如何规范使用？

如何更好地保护个人隐私安

全？对此，一些读者来信提出

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

谨防刷脸侵犯隐私
汪昌莲

前一段时间，南京有多家售楼处接到相
关部门电话通知，要求拆除现有人脸识别系
统。此举显然为个人隐私保护开了个好头。

大数据应用带来了机遇与便利，也带来
了用户对自身隐私安全的担忧。比如，进小
区、在公厕取厕纸都要“刷脸”，就存在过度
采集公民个人信息之嫌。如果房企为了所谓
的“分销模式”，暗中在售楼处安装人脸识别
系统，未经消费者同意就抓拍其人脸照片，
人脸识别技术被滥用，很可能会造成数据泄
露，这显然让人们更加担忧。

科技是一把双刃剑，如何用好这把双刃
剑，不仅仅是科技企业应该思考的问题。日
前，中国人大网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
信息保护法 （草案）》 并面向社会征求意
见。草案针对“人脸识别”这一热点话题作
出回应。其中明确，在公共场所安装图像采
集、个人身份识别设备，应当为维护公共安
全所必需，遵守国家有关规定，并设置显著
的提示标识。所收集的个人图像、个人身份
特征信息只能用于维护公共安全目的，不得
公开或者向他人提供；取得个人单独同意或
者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因此，要使个人信息保护法加快落地，
为个人隐私提供系统性、体系化的保护。通
过建立个人信息的合理使用制度、侵害补偿
和惩罚机制，设置监督机构等方式，为个人
信息织一道“防护网”。同时，应对公民个人
信息采集、使用和保密等问题制定详细规
定。特别是应通过更多案例，推动数字产业
规范发展和个人数据保护立法工作，兼顾个
人数据保护、创新、效率和安全几个价值目
标；在保护个人权利的同时，激励社会更好
地沉淀和使用数据。

（作者地址：湖北省咸宁市嘉鱼县）

立法规范信息采集
何勇海

天津市人大常委会日前表决通过了《天津
市社会信用条例》。根据这一规定，企事业单
位、行业协会、商会等将被禁止采集人脸数据、
指纹等生物识别信息。

天津在相关立法中，禁止采集人脸识别信
息，说明当地已关注到问题的严重性。当下，
人脸识别技术被广泛运用到众多领域，刷脸支
付、刷脸考勤、刷脸入园、刷脸拿快递，这虽然
能让人们享受技术革新带来的便捷高效，但人
脸识别泛滥，也为用户面部信息泄露留下了安
全隐患。

因此，很多人呼吁加强相关立法，为企业

划定准则和底线，进而给狂奔的技术套上笼
头。此次天津立法禁止采集人脸识别信息，前
不久南京市住房保障与房产局发文，要求商品
房销售现场禁止使用人脸识别系统，之前杭州
出台的《杭州市物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显
示，杭州拟规定物业服务人员不得强制业主通
过指纹、人脸识别等生物信息方式使用共用设
施设备。这些措施都符合公众期待。

不过，防止人脸识别技术在为社会服务时
不被滥用，还需要各方、各地乃至全国一盘棋
地形成更多共识。天津这次立法是针对社会
信用建设领域，禁止采集人脸识别信息黑名单
仅包括“信用信息提供单位”，对于小区物业、
购房处、交通、医疗、教育领域的人脸识别信息
采集，作用还是有限。

因此，加强相关立法，规范、限制人脸识别
信息采集和应用，还需要更多更大行动。比
如，建立行业标准和国家标准；探讨全国性监
管制度甚至从顶层立法，规范人脸识别信息采
集与运用程序、隐私边界，哪些领域可以运用
人脸识别、哪些不能运用，该如何保障公众的
知情权、选择权、同意权与信息安全，若有信息
泄露如何惩处与应对，等等。总之，禁采人脸
识别信息黑名单还应更全面。

（作者地址：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

考验社会治理水平
符向军

前不久，广东东莞一座公厕免费取纸设备
须人脸识别一事引发公众关注，并产生了个人
信息是否泄露的担忧。当地有关部门回应称，
此举是为了防止出现纸巾被浪费情况，该公厕
使用的是类似人脸识别照相免费取纸设备。
鉴于公众担忧，当地已协调终止使用这一设
备，改用常规方式向市民免费提供纸巾，并对
给市民带来的不适深表歉意。

智慧公厕建设不仅有效压减了公厕管理
成本，提高了管理效率，也便利了如厕群众。
为何“厕纸人脸识别”系统仍会引发有关个人
信息是否泄露的担忧呢？这需要准确理解公
共管理服务的含义。公共管理服务具有正当
性、合法性是应有之义，须有善意的初衷、良好
的目的。不过，要把好事办好，仅有善意初衷
与良好目的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好的方法与手
段，具备群众基础与实际可行性。

以上述实例来说，管理者事先是否想到过
个人信息泄露问题，该如何避免个人信息泄
露，事先是否经过民意征询、合理论证乃至听
证程序？公厕管理看起来是小事，却事关公共
卫生事业与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是城市管理的
一个缩影，反映一个地方公共管理、社会治理
的能力与水平，绝不能掉以轻心、随便应付。
如果是出于城市建设政绩冲动，装个门面或走
个过场了事，就更加要不得、行不通。否则，难

免会造成“好心办坏事”的后果。
在舆论关注下，东莞城管及时回应社会关

切，处置负面舆情的态度还是可取的。通过此
事，更要思考在城市建设与公共管理中，如何
科学决策、合理规划、全面考量，切实从民意基
础和实际出发，真正把好事办好，在社会公共
管理、社会公益服务与市民、群众切身需求之
间取得最大公约数。

（作者单位：江苏省丹阳市人民法院）

提高自我防范意识
许 兵

当下，“刷脸”技术广泛应用于网络支付，
酒店入住等领域，因其便捷，受到越来越多消
费者追捧。但是，相关部门必须提醒消费者，
要有“刷脸”风险意识，要正确“刷脸”，保护好

“脸部”秘密。
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脸部特征，能通过

“刷脸”确认身份或者查找身份，其数据能广泛
应用于政府、银行、电子商务、安全防务等多重
领域。所以，个人在享受方便服务“刷脸”的同
时，要绷紧“安全”这根弦。

要对某些要求“刷脸”的商家说“不”。不
贪图小便宜，诸如“送小礼品”等类似服务，千
万不要去“刷脸”；“刷脸”时应弄清向谁提供，
要自我提示风险，不在非正规、非必要时接受
脸部信息数据采集；“刷脸”要充分考虑到商家
有无能力、条件，要保护好自己的脸部数据；如
果有不法采集情况发生，要及时报警，要求删
除数据，防范数据被滥用。

要做好手机等电子设备安全保护。在设
置“刷脸”开机、支付等的同时，该安装的
防护软件一定要安装，分开存储的身份信
息、个人相片一定要妥善保存，严防因保存
不善被不法分子将获取的脸部信息用于违法
目的，对个人财产等造成安全隐患。比如，
戴上高清3D面具，配合系统指令做相应动
作，导致个人重要金融信息、身份信息等出
现安全隐患等。

让“刷脸”更放心，除了国家层面立
法规范，政府相关部门则要督促各有权采
集数据的平台建立个人信息保护制度，提
高技术水平，保护个人信息安全，防范黑
客 等 侵 入 、 修
改；公安等执法
部门要加大对违
法违规行为的打
击力度；使用者
个人也要提升自
我防护意识，做
到安全“刷脸”。

（作者单位：
四川省乐山市马
边县委组织部）

日前，“中国人脸识别第一案”一审判了。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判决杭州野生动物世
界赔偿原告郭兵合同利益损失及交通费共计
1038元，删除郭兵办理指纹年卡时提交的包括
照片在内的面部特征信息。本案因聚焦经营
者处理消费者个人信息，尤其是指纹和人脸等
个人生物识别信息行为的评价和规范问题，引
起广泛关注。

近年来，以人脸识别为代表的人工智能
广泛应用，提高了生产效能，也为人们的日
常生活提供了方便。但如果不分场合、不分
必要程度地要求“刷脸”，会不会带来个人信

息泄露风险？
毕竟，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这张

“脸”上附载的信息越来越多，包括你是谁、住
在哪、有多少资产、喜欢做什么等，哪一样都关
系到安全和隐私。人脸信息一旦泄露和被滥
用，就会带来风险。这张脸，实在“丢不得”。

因此，网络安全法规定网络运营者收集、使
用个人信息，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原则；今
年颁布的民法典也明确规定了个人信息“不得
过度处理”。人脸信息采集在遵循“最少够用”
原则基础上，还应充分征求被采集人意见。

这张“脸”，不能谁叫刷就刷，更不能谁想

用就用。前不久，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一审的
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将“个人生物特征”纳入

“敏感个人信息”范围，明确个人信息处理者只
有“具有特定的目的和充分的必要性”，方可处
理敏感个人信息。此次“中国人脸识别第一
案”也为人脸识别技术依法规范应用提供了重
要判例。

高科技发展不能成为脱缰的野马，新技术
再便利也不应被滥用。只有各方加强重视、严
守法律和行业规范，才能让老百姓的“脸面”更
有保障。

（据新华社电）

“刷脸”技术在给人们带来
便利的同时，也隐藏着巨大的
风险。权利人很可能在不知情
的情况下“被”办理相关业务，

“被”处分相关权利。这是因
为，通过密码、签字、摁指印办
理业务时，权利人往往会在场，
会阅读、知悉拟办理的相关事
项。在“刷脸”时，权利人未必
明白拟办理的业务，可能在不
知情的情况下被“刷脸”办理了
相关业务。

因而，在“刷脸”时代，绝不
能为了一时便利而忽视了安
全。对于与人身财产安全联系
紧密的事项，理当谨慎而为，不
能一味交给“刷脸”来解决。如
提高图像采集、人脸识别设备
制造、使用门槛，避免机构或者
个人任意采集人脸信息并开通

“刷脸”权限。同时，强化保护
力度，对于事关人身财产安全
的重大事项，应采取“刷脸”配
合密码验证、事后短信提示，甚
至面签等方式办理，而非一味
地相信“刷脸”。

——史洪举，河南省南召
县人民法院

虽然人脸识别技术本身是
中立的，但在数字时代，每个人
都有权选择或不选择这种人脸
识别技术。即将于2021年1月
1日起施行的《民法典》在“人格
权编”中提出，处理人脸在内的
个人信息，应当遵循合法、正
当、必要原则。可见，人脸信息
采集在遵循“最少够用”原则的
基础上，还应充分征求被采集
人意见。

奉劝那些盲目追求使用人
脸技术的单位或部门，不妨主
动给当前“刷脸热”降降温，多
些换位思考，不盲目跟风。即
便因工作或管理需要使用，也
要加强监督管理，绝不能出现
任何泄露个人隐私或侵犯个人
信息权利的行为。否则，就可
能事与愿违，得不偿失，甚至受
到法律制裁。

——刘纯银刘纯银，，安徽省合肥安徽省合肥
市高新区市高新区

近日，笔者在一家超市买了一盒三件套包裹草莓，也就十
来个，里面就垫了两块海绵垫，外加两层外包装，买点水果回
家就能拆出一堆包装。

水果是用来吃的，再豪华的包装也要拆开扔掉，可有了包
装这个“马甲”，水果也就“被精品”了，价格自然也就水涨船高
贵了不少，这些都需要消费者埋单。消费者也不想花这个冤
枉钱，但放眼超市的水果区，稍微有些怕挤、怕压的水果都是
塑料托盘、海绵网套、保鲜膜三件套一样不少，一个火龙果底
下垫着一块海绵网套，再下边还有一块塑料板，最后被一张保
鲜膜包裹住，让你别无选择。

水果豪华包装看似是商家为消费者着想，实则却增加了消
费者购买的成本，增加了塑料垃圾。就算是苹果、梨、哈密瓜这
些皮实不怕挤压的水果，消费者本可以混装在一起，但有商家
免费提供的连卷袋，也就不用白不用，顺手一撕就是好几个，大
袋套小袋，白色塑料就这样走进了千家万户。然后，在家清洗
水果时，又顺手一丢，变成了白色垃圾，污染了周围环境。

塑料垃圾是一大“公害”，已成为威胁生态环境的重要因
素。笔者建议，商场不应提供或限制使用免费连卷袋，怕挤压
的水果在现场售卖，向消费者免费发放可扫描积分重复使用
的购物袋。消费者也应自觉使用购物袋，减少或不使用塑料
袋。有关部门也要加大对水果过度包装的监督检查，对违规
行为从严处罚。

（作者地址：山东省济宁学院）

据报道，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在全区开展“厉行节约、反
对浪费”活动，引导群众节俭办酒席，倡导把各种宴席变成家
宴，缩小范围，不邀请无关人员，最好是“自己一家人”。对于
范围小和菜肴少的“文明的家宴”，当地给予一定奖励。

家宴，本该是家庭的宴席。生活中，家庭成员之间的宴席
是人之常情。无论是节假日期间的团圆饭，还是平时的聚餐，
人们在家里聚会或在饭店聚餐时，往往会搞满满一桌子菜肴，

“盘子摞盘子”“菜肴压菜肴”，着实浪费。有时，一些人还会扩
大“家宴”的范围，过生日，升学，发财时，都想庆祝一下，这些
原本都该是“家庭的宴席”，却变成了“扩大的宴席”。

根据相关报道，鄞州区设立的奖励“文明家宴”效果很好，
不少村民在举办各种宴席时，都会尽量缩小宴请范围，尽可能
控制在“一家人”范围之内，在定制菜肴和饭桌时也是“能压缩
就压缩”，再也不把“铺张浪费当面子”了。

可以说，“文明家宴”奖出了时代新风尚，有着不小的意
义。一是在倡导之下，缩小了宴席的范围，让家宴真正回归到

“家庭的宴席”属性；二是让家宴真正成为“百姓味的宴席”，多
是家常菜，不再攀比菜肴数量和食材档次，降低了人情往来的
压力，有利于形成良好社会风尚。

对于普通群众来说，也需要有正确的认知，要知道节约是
美德，不能只是“为了拿奖励才节约”，而是要变成自觉行动。
即便没有奖励，家宴还得是“朴素的宴席”“家人的宴席”。

（作者地址：江苏省徐州市沛县）

12月13日，中铁建电气化局兴泉铁路项目部二分部泉州
玉湖牵引变电所，吊车正在配合工人吊装变压器散热片。兴
泉铁路是泉州连接江西、湖北、湖南、陕西、山西、内蒙古等省
份的重要交通干线。目前，建设者正在抓紧时间安装设备，确
保按期完成年度工程任务。 郑传海摄（中经视觉）

左图 旅客在深圳机场“刷脸”登机。目

前，深圳机场所有登机口已设置了人脸识别设

施。 新华社记者 毛思倩摄

下图 12月16日，北京西城区一家味多美

店，消费者正在刷脸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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