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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好第一步 见到新气象见到新气象

委员观点

本报记者 肖菁 蓝震/文 吴鑫/摄

“数字经济扑面而来，新技术层出

不穷，在拥抱创新的同时，作为法律

人，我们会关注到法律的边

界问题。”

郑金都，浙江省律师协

会会长，浙江六和律师事务

所主任，同时，他也是浙江省

政协委员。作为法律人、作

为政协委员，他尤为关注与

民生相关的法律前沿问题。

近日，钱报记者在浙江六和律师

事务所旁听了一场关于“人脸识别的

法律边界”问题的探讨。

“人脸识别”被应用在生活的各个场景

本报记者跟随省政协委员参加了一场法律研讨会

细化信息采集相关立法
将新技术风险关进法律的“笼子”

人脸识别的话题，省政协委员、省侨联副主席

周松一从去年起就开始关注。

他提交的《人脸识别技术存安全漏洞，信息使

用应该纳入法律的监管范围》作为省政协十二届

三次会议以来优秀提案，在今年的浙江省政协全

会上，受到通报表扬。

“智能人脸识别技术伴随着大量个人隐私生

物特征数据的随意采集、记录、储存和传播。作为

稀有的、不可替代、不可逆转的战略资源的人脸生

理数据，一旦被非法使用，后果不堪设想。”在接受

钱报记者采访时，周松一表示，现在，人脸识别技

术几乎无处不在，到银行办事、进小区，不知不觉

就被抓取，“前段时间看报道，房主刷一下脸，自己

的房子没了，也不知道这个‘脸’会拿去干什么。

一旦人脸信息被泄露或者滥用，也意味着个人合

法权益有可能不知不觉地遭受侵害。”

过去这一年，周松一持续关注着这一问题进

展，“我注意到，《民法典》第 1034 条作了规定，‘自

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并作了相应阐释，

说明国家对这个问题也非常重视。”

周松一建议，人脸识别发展要更加重视数据

的安全性、共享和开放的界限，不能在商业上滥

用，要加强对人脸识别技术在商业用途上的监督

监管，要立法立规，规范对人脸识别技术的应用，

要坚决打击一切滥用人类特有生物信息的行为，

保护好公众的个人隐私，不能让我们的“脸”到处

裸奔，“在社会智慧治理过程中，要在开发中保护、

保护中开发，最大限度地保障数据安全、减少隐私

泄露。要加快数据监管的标准立法工作，对不同

等级的数据进行依法保护和分类处理，这个问题

非常重要。”周松一还建议，“个人也应拥有数据的

选择权利，比如去宾馆入住，不能只提供唯一的

‘刷脸’设备，还应保留客户自我选择的权利。”

省政协委员周松一：

“刷脸”时代
个人也应拥有
数据的选择权

5G科技，大数据时代，人脸识别⋯⋯我们

正处于一个科技快速更迭的时代，当这些科技

在生活中广泛铺开的时候，难免会出现各种

“摩擦”。

郑金都说，“人脸识别”在我们的生活中出

现了越来越多的应用场景，刷脸付款、刷脸登

机、刷脸考勤，不少小区也用上了刷脸门禁。

人脸识别既涉及到一项崭新的科学技术，

同时对于个体来说也确实是高级别的个人生

物信息，归根到底，它事关民事权利问题。

比如知情权，为什么要采集；比如选择权，

用到哪里去，非用不可吗；再比如保存环节，有

没有滥用，有没有被盗用，甚至可能会涉及到

刑事犯罪的问题。

“人脸识别” 归根到底属于个人民事权利

在郑金都组织的这次研讨会上，年轻律师

们关注到了“人脸识别”的诸多应用场景，从法

律的角度来说，他们认为具体应用过程也可以

分为三个阶段来探讨：

首先，采集环节，要关注当事人即被采集

者的知情权、选择权，他知不知道、愿不愿意，

如果不愿意，是否有其他替代方式；

第二，在应用环节，是否符合合法、正当、

必要原则，具体应用是否符合采集时的目的；

第三，保存环节，是否安全可靠。

郑金都说，在关注这些法律问题的同时，

还要区分一点，人脸识别的应用是公益还是私

益——比如住酒店、登机、坐火车等安检，这些

都是以公共管理为前提，维护全社会安全和有

序运行，维护的是公共利益。那么，个人要更

多地服从公益。如果面部信息仅仅是用于单

位考勤或小区门禁，那么要更多关注个体的民

事权利，如知情权和选择权。

《杭州市物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中，开

创性地明确物业服务人不得强制使用指纹、人

脸识别等生物信息方式进入小区，这就很好地

体现了对个体民事权利的尊重。

应用“人脸识别” 要区分公益和私益的问题

其实，关于个人生物信息在应用中的法律

问题，我国已经有不少法律法规关注到了。

比如去年年底，省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通

过的《浙江省数字经济促进条例》。该《条例》

将于今年 3 月 1 日起施行，它是中国第一部以

促进数字经济发展为主题的地方性法规，明确

了数字经济定义，并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公

共数据开放共享、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治

理数字化等方面作出相关规定。

今年 1 月 1 日施行的《民法典》规定，处理

个人信息，必须符合合法性、正当性、必要性三

原则，同时要征得信息主体的明确同意。

郑金都说，科技一路狂奔，法律有时候会

相对滞后。现在，《民法典》原则框架都有了，

“需要进一步通过其他法律法规或地方法规进

行不断细化。因此，对于这些层出不穷的新技

术，我们一方面要持拥抱的态度，但另一方面，

作为法律人要时时呼吁把好法律关，让法律为

大众保驾护航，让法律将新技术的风险关进笼

子。”

尽快推进 有关人脸识别等信息采集的相关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