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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场景
“摄影头的打光灯一亮，附近来往顾客没穿衣服的画面就被摄

录了，我只能连忙用毛巾把摄像头挡住。”由于游泳馆更衣室采用人
脸识别的方式来开启更衣柜，家住上海市松江区的朱女士曾经历过
心惊胆战的一刻。

数字时代，个人隐私常常被各种窥探的“眼神”所包围，朱女士
的遭遇即是其中一例。部分商家和企业的“边界感”逐渐模糊，令消
费者面临隐私泄露的风险。有专家表示，相较于数字密码等信息，
人脸信息具有唯一性、难以改变的特性，密码丢失尚可更改，而人脸
信息泄露的救济难度要大得多。

针对消费领域“刷脸”应用较为集中的情况，“亮剑浦江·2024”
专项执法行动聚焦体育、零售、文旅、培训、物业和重要场馆等高频
率应用场景开展集中整治，着力规范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场景，推动
企业主动履行人脸信息保护义务，进一步提升全社会个人信息保护
意识。

上海市委网信办网络执法监督处副处长吴宏鸣表示，上海要求
公共场所人脸识别设备做到最小范围“用”、最小范围“存”。

“一方面，我们全面排摸人脸识别应用场景，推出有关行业人脸
识别技术应用的‘正面清单’，强化企业合规指导；另一方面，依法依
规严厉惩戒侵害消费者和用户人脸信息权益的违法行为，着力规范
人脸识别技术运用管理，推动企业主动履行人脸信息保护义务，进
一步提升全社会个人信息保护意识。”吴宏鸣介绍。

部分整改成果覆盖全国
针对扫码点餐、停车扫码、景点景区购票服务、人脸识别滥用、

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保护等日常5大重点场景，上海市委网信办执法
人员表示，专项行动期间，市区两级网信、市场监管部门协同相关行
业主管部门推动实现全市3704家公共停车场停车缴费“纯净码”全
覆盖，全市600余家商超门店、6300余家酒店、70余家公共体育场
馆、1200余个游泳馆和健身场所、2900余个公共厕所、1400余台地
铁站内自动售货机完成“滥用人脸”自查整改。

吴宏鸣介绍，执法行动中，上海属地24家全国头部品牌连锁咖
啡企业通过合规培训，解决了App、小程序在个人信息收集环节“过
度采、强制要、诱导取”的问题。同时，专项执法行动对上海头部品
牌自动售货机企业开展培训和整改，成果覆盖全国超过36万台机
柜。

当下，部分场景人脸识别技术被滥用现象仍比较普遍，强制性、
被动式、随意化“刷脸”仍不同程度存在。上海市委网信办、上海市
市场监管局提示消费者，在日常消费过程中应谨慎“赏脸”，做到“非
必要不使用、非必要不提供、非必要不许可刷脸”，维护好自身个人
信息。

业内人士提醒，个人应管好人脸信息采集识别的“入口”。对任
何收集生物信息的场景均应高度警惕，不随意提供包含个人面部、
指纹或掌纹等信息照片；身份鉴定需上传手持身份证照片和视频
的，应确认真实用途；访问认证尽量选择人脸识别与账号或密码保
护搭配的方式，提高认证权限和复杂程度；非必要场景拒绝强制人
脸识别。 来源：工人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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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售货机不再强制或诱导“刷脸”了！近来，上海不少消费者发现，原本需要“刷脸”支付的自
动售卖机，如今支持微信、支付宝和数字人民币等多种支付方式了。

支付、解锁、开门、进站……“刷脸”愈发便利的当下，“两手空空”就可出门似乎离人们越来越
近。

不过，便利背后，个人信息采集和使用问题引发各界关注。不少人担心，属于敏感个人信息的
人脸信息等，一旦泄露，会带来身份盗用、信任危机等问题。如何筑牢个人信息防火墙？今年，上海
开展了“亮剑浦江·2024”消费领域个人信息权益保护专项执法行动，明确提出公共场所“不刷脸为
原则、刷脸为例外”的目标。专项执法行动对上海头部品牌自动售货机企业开展培训和整改，范围
覆盖超过36万台机柜，进一步为个人信息上好“安全锁”。

红星新闻报道，近日，记者将某消费者网购的多
款低价珠宝，送往“国家金银珠宝饰品质量监督检验
中心(四川)”进行二次鉴定。结果显示，其98元购买
的“和田玉(碧玉)”无事牌只是玻璃，59元购买的玛
瑙手镯也不过是玉髓，价值相差甚大。

媒体记者拿着有红色钢印的“某某中宝检珠宝
玉石质量检测研究院”的鉴定证，却无法正常搜索到
有关该机构的网页信息，也无法检索到该机构的官
网入口。原来，这个机构并不存在。然后再找这个
证书背面防伪查询网址，却链接到了“某某中宝珠宝
检测中心”，而这个网页也是无法正常查询的，该中
心也没有工商登记。绕了一大圈后，业内人士用一
句概括：从证书到网址到机构，其实都是假的。

售卖假鉴定证书的某平台网店客服说：“你只需
要发送实物照片，产品重量自己估算，你要什么鉴定
结果，证书就写什么结果。”确实，各种假机构，哪怕
单位名称只要改动一个字，就和正规机构大同小异，
内行的也未必分辨得出。

由此可见，珠宝玉石的造假，已经从单纯的实物
造假，全面升级到了证书、机构、网页、二维码造假。
围绕珠宝的全部法律背书，都可能是假的，这已经成
为互联网消费加直播经济催生下的产业生态。别说

一般的客户，即使是业内人士，只看扫码结果显示是
正品，也可能已经中招。

与此同时，即使正规机构也存在营利驱动带来
的巨大漏洞。比如，未见实物就出证书，证书是真
的，却是给假珠宝开了路。为了扩大真证书的效用，
合作团队还自行开发“假网页”，保证无论扫二维码，
还是登录证书检测机构网址，都能查到真证书的鉴
定结果。这种方式尤其适合大批量、同质化、同重量

的珠宝比如手镯以B级充A级。于是以一当十，送
检是真的，证书是真的，但是除了送检那一件，其余
同款批量都是假的。

由此可见，经营者、实物、购买者、检测方、检测
证书，这个链条都存在巨大的保真漏洞。通过时间
和空间的分离，再转了一两手之后，很多从业者都鉴
别不了真伪，更何况普通客户。人们看到扫码结果
就放心了，不会找真正的官网再查一遍。

值得注意的是，批量出证书的成本可以非常低，
甚至可以低至几块钱一张证，那么再结合同样低价
比如几十块钱的玉石，就会拥有一个非常庞大的草
根市场。尤其是针对中老年人和外行小白，面对不
到百元的产品，只求好看就很少会有追究真伪的动
力，这也给造假的泛滥形成了长期的温床。

就政府监管来说，还是需要建立常态化的巡查
机制，尤其针对平台，根据投诉及时查处涉事商家，
保持依法严惩的监管态势。至于消费者，商家的线
下门店、品牌和渠道是保真的前提，但也不能单纯依
靠证书。尤其是购买大额价值的珠宝，最好还是亲
身去查看检测证书，减少掉包鉴定的风险。

来源：羊城晚报

珠宝鉴定书随便买？想买宝贝该怎么避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