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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北方地区水利等基础设施规划建设

这个暑假，酒店价格上涨让不少消费
者大呼“住不起”。600块一晚的汉庭，700
块一晚的如家，1000块一晚的桔子水晶，
被打工人齐齐送上了热搜。

价格向来是传播学的敏感词，关乎
衣食住行，更是一点就着。大众印象中
的快捷酒店价格可能还停留在过去一
两百元一晚，如今在一线城市已经难觅
踪影了。

旅游业复苏在这个夏天真实存在，景
区人流量陡增、热门景点预约难、黄牛价
格炒翻天等现象比比皆是，酒店一时成了
“显眼包”。

在酒店行业，供需关系是影响价格最
关键的因素之一。酒店价格的一路飙升无
疑与近年大众高涨的出行热情，以及高度
活跃的演出市场有关。

膨胀的市场需求，一方面让惨淡了几
年的酒店生意回血， 让商家们喜闻乐见；
另一方面也在考验整个行业供给，供不应
求之下的消费者苦不堪言。

所谓汉庭如家掀翻希尔顿，酒店也给
出了自己的说法。“疫情过后，旅游市场正
快速复苏，而酒店行业的供给恢复速度还
没有完全同步，供需的不匹配直接导致了
部分热门地区价格波动明显。”

这些热门地区基本集中在北京和华
东市场，还包括成都、西安、长沙等热门城
市。市场需求井喷，价格水涨船高。

反观酒店本身，也经历了一波自我
升级、攻城略地。它们用升级的汉庭如
家代替原来的， 大鱼吃小鱼很多年，吞
下了更多市场份额， 剩下了更多的大
鱼、贵鱼。

改头换面，提升身价，中高端正在走
向主流。 核心地区成了连锁酒店的天下，
价格更高的中高端酒店拔地而起，不断蚕
食经济型酒店生路。

疫情过后的恢复期，增量市场一时难
以火力全开，存量市场中的高端化竞争自
然激烈剑拔弩张，在这其中找到新的利润
增长点，不在话下。

涨价有恃无恐，高攀不起，正是因为
连锁酒店过去结构改革，供给已经发生了
深刻的变化， 在复苏后的供需大战中，酒
店市场摇身一变成了“卖方市场”。

经济型酒店的再“补仓”需要一定的
时间周期， 而在这个漫长的调整期里，住
不起的汉庭如家依旧会大量存在。

在强烈的复苏刺激下，月薪多少和住
汉庭如家没有直接的关系。这一类节奏和
情绪，对于旅游市场复苏毫无意义。

监管部门要做的，则是严查违反市场
规律的“非理性涨价”和店家不合理的“违
约”，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

站在新的节点， 连锁酒店的新考题
依旧是供给。上一轮市场化的选择后，未
来何去何从。当经济型酒店变身中高端，
也可能因此利好民宿，甚至希尔顿，毕竟
变的不只是汉庭如家， 消费者的心理也
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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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隐私保护 国家网信办为“刷脸”划红线

应取得个人同意

“使用人脸识别技术处理人脸信息应当取得个人的
单独同意或者依法取得书面同意。法律、行政法规规定
不需取得个人同意的除外”，《意见稿》明确指出。

根据《意见稿》，只有在具有特定的目的和充分的必
要性，并采取严格保护措施的情形下，方可使用人脸识
别技术处理人脸信息。实现相同目的或者达到同等业务
要求，存在其他非生物特征识别技术方案的，应当优先
选择非生物特征识别技术方案。

针对不同的场景，《意见稿》也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比如旅馆客房、公共浴室、更衣室、卫生间及其他可能
侵害他人隐私的场所不得安装图像采集、 个人身份识
别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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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显
著提示标识。《意见稿》强调，在公共场所安装图像采集、
个人身份识别设备的建设、使用、运行维护单位，对获取
的个人图像、身份识别信息负有保密义务，不得非法泄
露或者对外提供。所收集的个人图像、身份识别信息只
能用于维护公共安全的目的，不得用于其他目的；取得
个人单独同意的除外。

在宾馆、银行、车站、机场、体育场馆、展览馆、博物
馆、美术馆、图书馆等经营场所，《意见稿》要求，除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应当使用人脸识别技术验证个人身份的，
不得以办理业务、 提升服务质量等为由强制、 误导、欺
诈、胁迫个人接受人脸识别技术验证个人身份。个人自
愿选择使用人脸识别技术验证个人身份的，应当确保个
人充分知情并在个人主动参与的情况下进行，验证过程
中应当以清晰易懂的语音或者文字等方式即时明确提
示身份验证的目的。

不得关联非必需个人信息

上述场景下因人脸识别引发的个人信息泄露问题，
已引起相关部门的注意。

2021年央视“3·15”晚会上曝光了科勒卫浴、正通
汽车等多家公司在名下门店私自安装人脸识别摄像头，
侵犯消费者个人隐私。

2022年底，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发现，辖区内
有超市为应对物品失窃、恶意索赔等情况，在超市出入
口安装采集消费者人脸信息的摄像头及相关设备。其中
一家超市的人脸数据处理设备可以清楚地看到每名消
费者的进出信息，该设备还会对消费者的消费数据进行
分析并予以差异化提示，有消费者还被打上了“疑似小
偷”等标签，而消费者对此毫不知情。

“目前，普通用户对支付、验证等大多发生在移动端
的人脸识别技术有一定的认知，防范意识较强，对公共
场所的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可能引起的个人信息泄露，相
对较难察觉。《意见稿》 加强对这些场所的安全管理，一
方面可以提高大众的安全意识，也让技术使用者不再有
违规操作空间”，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人工智能高
级工程师张彧告诉北京商报记者。

根据《意见稿》，在公共场所、经营场所使用人脸识
别技术远距离、无感式辨识特定自然人，应当为维护国
家安全、 公共安全或者为紧急情况下保护自然人生命
健康和财产安全所必需， 并由个人或者利害关系人主
动提出。

人脸识别技术使用者应个人或者利害关系人请求
使用人脸识别技术远距离、无感式辨识特定个人或者利
害关系人的， 应当将相关服务限定在最小必要的时间、
地点或者人群范围内，不得关联与个人请求事项无直接
必然相关的个人信息。

不得保存人脸原始图片等

《意见稿》同时强调，除维护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
者为紧急情况下保护自然人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所必
需，或者取得个人单独同意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
利用人脸识别技术分析个人种族、民族、宗教信仰、健康
状况、社会阶层等敏感个人信息。

除法定条件或者取得个人单独同意外，人脸识别技
术使用者不得保存人脸原始图像、图片、视频，经过匿名
化处理的人脸信息除外。

面向社会公众提供人脸识别技术服务的，相关技术
系统应当符合网络安全等级保护第三级以上保护要求，
并采取数据加密、安全审计、访问控制、授权管理、入侵
检测和防御等措施保护人脸信息安全。属于关键信息基
础设施的，还应当符合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的相
关要求。

《意见稿》指出，使用人脸识别技术处理人脸信息应
当尽量避免采集与提供服务无关的人脸信息，无法避免
的，应当及时删除或者进行匿名化处理。人脸识别技术
使用者应当每年对图像采集设备、个人身份识别设备的
安全性和可能存在的风险进行检测评估，并根据检测评
估情况改进安全策略，调整置信度阈值，采取有效措施
保护图像采集设备、个人身份识别设备免受攻击、侵入、
干扰和破坏。

“通过人脸识别技术收集、 使用人脸特征等生物特
征信息是新技术，一旦泄露造成的危害巨大，甚至难以
采取有效的弥补措施。近年来公众隐私保护的意识有了
一定程度的提升，相关法律法规逐步完善，这对技术发
展和用户保护都是好事”，比达分析师李锦清表示。

就拿最近大火的妙鸭相机而言， 就曾因个人信息问
题被质疑。妙鸭相机是一款聚焦人像写真的AIGC（人工
智能生成内容）产品。用户上传一张清晰的正面照以及至
少20张上半身照片，可先生成一个数字分身。基于数字分
身，选择自己喜欢的模板，就可得到一套AI写真。但有用
户担心上传20张照片会导致面部特征泄露。

针对用户疑问，妙鸭相机产品负责人张月光向北京
商报记者解释，“妙鸭相机没有提取用户的脸部数据。用
户上传的所有照片，不管是20张还是多少张，都会在数
字分身制作完毕后删除掉。我们也不会把用户的数字分
身或其他任何数据展示给第三方看，妙鸭相机本身也做
了大量的网络安全防护”。

北京商报记者 魏蔚

为规范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国家网信办8月8日发布的《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

规定（试行）（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意见稿》），从公共场所、经营场所、可能侵害他人

隐私的场所等作出要求，同时针对人脸识别技术远距离、无感式辨识等划线。随着科技

发展，人脸识别技术已经落地各项应用，由此引发的个人隐私泄露等问题也日渐突出，

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势在必行。

新华社北京8月8日电 国务院总理李强8
月8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
示精神， 听取当前防汛抗洪救灾情况汇报，
研究下一步做好防汛抢险救灾、群众生活保
障和灾后恢复重建工作举措。

会议强调，近期受台风和强降雨影响，部
分地区遭遇严重洪涝灾害，党中央高度重视，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各地受灾群众， 多次

作出重要指示，亲自部署、亲自指挥，对持续
做好抢险救灾、 抢修恢复特别是受灾群众生
活保障等提出明确要求， 为做好防汛抗洪救
灾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强大动力。

会议指出，当前汛期仍未过去，后期还有
台风登陆、局地强降雨的可能，救灾和灾后恢
复重建任务繁重。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人民
至上、生命至上，切实做好防汛抗洪和抢险救

灾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
会大局稳定。要立足抗大洪、抢大险，加强研判
预警，紧盯重点部位，落实落细防汛抢险措施，
严防发生次生灾害。 继续全力搜救失联人员，
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千方百计保障好受灾
群众基本生活，保证他们有饭吃、有衣穿、有临
时住所、有干净水喝、有病能及时得到医治。全
面做好环境消杀和卫生防疫，确保大灾之后无
大疫。加快修复道路、供电、供水和通信等设

施，广泛发动、积极组织群众开展生产自救，做
好市场保供稳价，尽快恢复灾区正常生产生活
秩序。抓紧修复灾毁田块和农业设施，加大农
资供应保障力度， 组织农民积极补种补救。迅
速启动灾毁房屋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入冬
前能够回家或搬入新居、安全温暖过冬，加快
推进学校、医院、养老院等公共设施恢复重建，
保证每一名受灾学生都能按时开学返校。要着
眼长远，加强北方地区水利等基础设施规划建

设，提高水旱灾害防范应对能力。
会议要求， 各相关部门要进一步加大支

持力度，迅速拨付各类救灾资金，能预拨的提
前预拨，提早进行补偿救助。金融机构要加强
对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
体工商户，以及农业、养殖企业和农户的信贷
支持，开通保险理赔绿色通道，能赔快赔、应
赔尽赔， 最大限度减少洪涝灾害对经济社会
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影响。

7月，我国外贸进出口3.46万亿元，同比下降8.3%。
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说，二季度以来，我国
月度进出口规模稳定保持在3.4万亿元以上。整体看，我
国外贸进出口运行平稳、符合预期，长期向好的基本面
没有改变。

具体来看，出口顶住了外需走弱的压力，整体保持
增长，部分产品出口表现亮眼。前7个月，我国出口机电
产品7.83万亿元，同比增长4.4%，占出口总值的58.1%。
其中，汽车、船舶、电工器材出口同比分别增长118.5%、
23.8%、21.9%。

进口方面，在工业生产基本平稳、消费场景有序
恢复带动下， 我国主要能矿产品进口量稳步增加、部
分消费品进口增速超过10%。 前7个月， 我国能源产
品、 金属矿砂进口量同比分别增长33.3%、7.9%。同

期 ， 除乘用车外的消费品进口 9627.4亿元 ， 增长
10.1%，其中肉类、干鲜瓜果、食用水产品进口值分别
增长6.5%、17.9%、22.2%。

外贸主体方面， 民营企业继续保持我国外贸第
一大经营主体位置。前7个月，民营企业进出口12.46
万亿元，同比增长6.7%，占我国外贸进出口比重进
一步提升至52.9%， 比去年同期提升3.1个百分点。
此外，参与外贸的民营企业数量达到47.8万家，同比
增加3.6万家。

“朋友圈”方面，东盟继续为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
前7个月，我国与东盟贸易总值为3.59万亿元，同比增长
2.8%。我国对欧盟、美国和日本等主要贸易伙伴进出口
分别下降0.1%、下降9.6%和下降5.8%。

值得注意的是，同期，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合计进出口8.06万亿元， 同比增长7.4%， 占我国
外贸比重同比提升2.2个百分点至34.2%； 对中亚五
国进出口增长35%， 保持快速增长态势； 对拉丁美
洲、非洲分别增长5.5%和7.4%。我国多元稳定的经
贸关系不断拓展。

据新华社

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出口增长0.4%
海关总署8月8日发布数据，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3.55万亿元， 同比增长

0.4%。其中，出口13.47万亿元，进口10.08万亿元，同比分别为增长1.5%和下降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