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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脸识别天津入法 刷脸支付“受伤”
首推“生物识别采集禁令”

12月2日，“天津网信”发布消息称，天津

市人大常委会于12月1日表决通过了《天津市

社会信用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该《条例》

将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共八章66条，包括

总则、社会信用信息、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

信用主体权益保护、信用服务行业发展、社会

信用环境建设、法律责任和附则等内容，明确

了社会信用信息包括公共信用信息和市场信

用信息，并规定相关管理制度。

这也是全国首个公开禁止采集人脸识别

信息的法规。《条例》规定，市场信用信息提供

单位采集自然人信息的，应当经本人同意并

约定用途，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此外，强调市场信用信息提供单位不得采集

自然人的宗教信仰、血型、疾病和病史、生物

识别信息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禁止采集

的其他个人信息。

据此来看，包括企事业单位、行业协会、

商会及其他企业事业单位等都将被禁止采集

人脸、指纹、声音等生物识别信息。

此外，《条例》还规定，任何组织与个人

不得非法采集、归集、买卖、公开、使用、加

工、传输社会信用信息；信用主体有权知晓

与其社会信用信息相关的采集、归集、应用

以及其信用报告载明的信息来源、变动理由

等情况。

刷脸支付或再受打击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包括人脸、指纹

等生物识别信息，已在支付转账、实名登记、

解锁解密、门禁考勤等场景中广泛应用，尤

其是刷脸支付，曾一度成为2018年、2019年

支付行业热议的关键词。包括支付宝、微信支

付等巨头，纷纷推出刷脸设备“蜻蜓”与“青

蛙”，瞄准线下支付场景，并不断加大市场投

入和补贴。

不过，带来方便体验的同时，关于人脸识

别技术应用而引起的纠纷、争议也不断出现，

其中，用户信息保护一直是刷脸支付考虑的

一大重点问题。在分析人士看来，继因疫情影

响遇挫后，此次天津方面的“生物识别采集禁

令”，或将使刷脸支付再受重击。

一方面是已铺设业务或将面临重新调

整。支付行业资深分析师王蓬博指出，天津

法规的出台未来可能会推动更多的省份和

城市出台与人脸识别等相关的法律法规。对

于支付行业来说，将进一步提高行业的相关

从业标准，不过，部分已经铺设和展开的设

备和业务，或将需要根据规定标准来进行调

整和更新。

另一方面是将对刷脸支付产业链及渠

道模式带来较大冲击。麻袋研究院高级研究

员苏筱芮告诉北京商报记者，巨头拼杀刷脸

支付大战，背后已形成一套分工明确的产业

链，包括刷脸设备的研发、生产、安装、调试

等，渠道方面包括服务商、代理商等。从历史

经验来看，中小代理商在第三方支付行业中

处于底层地位，奖励返还、分润、佣金等结算

存在时间上的延迟，是产业链当中的“弱势

群体”。而此次“生物识别采集禁令”一出后，

巨头为刷脸支付大战投入的几十亿元补贴

可能打水漂，此外背后还牵扯到大量中小创

业者。

针对此次刷脸支付推广进度及此次禁令

对刷脸支付业务的影响等，北京商报记者对

微信支付、支付宝两方面进行采访，但截至发

稿，二者均未正面给出回应。

个人隐私痛点待解

目前来看，我国的刷脸支付仍处于相对

“蛮荒”的发展阶段，一方面，企业在快速进行

业务的拓展和设备的铺设；另一方面，由于监

管仍未出台正式的官方行业标准，因此也使

得我国的刷脸支付仍处于无序的发展状态。

王蓬博直言，当前，由于行业缺乏官方的标

准，使得市面上的刷脸支付设备和业务标准

有着很大的差异，相关技术的成熟度有待提

升。此外，目前的刷脸支付依旧在数据采集、

隐私保护、消费者信息安全等方面存在一系

列潜在问题。

不过，由于刷脸设备昂贵，高达千元级

别，目前的刷脸支付市场是巨头竞逐的市场，

主要有支付宝、微信支付等参与主体。苏筱芮

同样称，刷脸技术可能导致个人隐私滥用，但

这种担忧并非国内独有，发达国家也有过相

应探讨，今年9月，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市颁

布了美国最严格、最全面的面部识别禁令。因

此，预计后续刷脸技术的发展方向，将是“守

正创新”。

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关于刷脸支付，今

年初的1月21日，中国支付清算协会还曾发布

首个线下刷脸支付自律公约，在安全管理、终

端管理、风险管理、用户保护权益等方面进行

了详细规定，不仅强调了用户隐私保护问题，

还提出支持刷脸支付业务互联互通，避免一

柜多机。

对于刷脸支付后续发展，王蓬博认为，

相关从业机构首先还是要满足相关政策或

文件的需求，符合对应的行业标准；其次，刷

脸支付机构也要最大限度地保证消费者的

数据隐私和安全，保护消费者的相关权益，

提升自己产品和服务的质量，优化消费者的

支付体验。

苏筱芮则补充，由于中小代理商处于底

层地位，是产业链当中的“弱势群体”，因此建

议这部分群体转入观望状态，就奖励返还、分

润、佣金等最新规则与上家及时沟通。

北京商报记者 岳品瑜 刘四红

在近日全国首个公开禁止采集生物识别信息的法规出炉后，不少市场人士开始联想其对刷脸支付的影响。近两年来，包括

人脸、指纹等生物识别信息已在支付转账、实名登记等场景中广泛应用。在分析人士看来，此次天津的“生物识别采集禁令”一旦

施行，无疑将进一步提高刷脸支付行业的从业标准，不过，部分已经铺设和展开的设备和业务，也或将根据规定标准来进行调整

和更新。不仅是拼杀刷脸支付的巨头，对于刷脸支付背后的产业链及渠道模式都将带来较大冲击。

市场信用信息提供单位不得
采集自然人的宗教信仰、血
型、疾病和病史、生物识别信
息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禁
止采集的其他个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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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信用信息提供单位不得采
集自然人的收入、存款、有价证
券、商业保险、不动产、纳税数额
等信息，但是明确告知提供该信
息可能产生的不利后果并取得
其书面同意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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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采
集、归集、使用、加工、传输社
会信用信息， 不得非法买卖、
提供或者公开社会信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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