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在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上庄严承诺中国疫苗将作为全球公共产品以来， 中国始终以实际行
动践行诺言。 2021年， 中国新冠疫苗已走遍六大洲1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 截至12月初， 中国
已对外提供近20亿剂新冠疫苗， 成为对外提供疫苗最多的国家。 授人以鱼的同时也授人以渔， 中
国支持本国企业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技术， 同19个发展中国家合作生产疫苗。 中国疫苗已真正成为
“世界的疫苗” “可及的疫苗”， 给各国民众带来战胜疫情的希望和信心。 图为在马来西亚吉隆
坡郊区的发马公司灌装工厂， 工人包装本地灌装生产的中国科兴新冠疫苗。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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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 上海小鹏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司因向第三方公司购
买22台人脸识别摄像设备， 非法
采集上传人脸照片超43万张， 被
上海市徐汇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处
以10万元罚款。 经有关部门调查
发现， 当事人在旗下7家门店安
装人脸识别摄像设备， 采集消费
者面部识别数据， 并未经得消费
者同意， 也无明示、 告知消费者
收集、 使用目的。 此前， 另有多
家企业也因非法采集消费者人脸
信息遭监管机构处罚。

新华社记者发现， 当前 “人
脸信息” 这一重要个人生物信息
被部分商家视为 “唐僧肉”， 涉
“脸 ” 个人信息侵权问题频发 。
部分商家为何热衷于非法采集消
费者人脸信息？ “护脸” 难题难
在哪？ 怎么破？ 记者就此展开调
查。

部分企业要“脸”不顾“法”
小鹏汽车表示， 此次事件中

所获人脸数据由第三方软件提供
商悠络客采集， 小鹏汽车不存
储此类数据 。 上海市徐汇区市
场监管部门向记者表示， 确已督
促涉事企业将人脸识别信息删
除。

一段时间以来， 此类问题频
频出现。 上海市静安区市场监管
部门查出科勒卫浴非法抓取了
220万余条人脸信息； 深圳市市
场监管部门查出正通集团旗下的
宝马4S店抓拍并存储了4600余条
人脸信息； 2021年， 上海市场监
管机构因违法采集消费者人脸信
息对上海易初莲花连锁超市有限
公司、 上海盛广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 上海联亚商业有限公司等多
家公司进行了处罚， 部分企业单
次处罚所涉消费者 “脸照” 就在
数百万张至数千万张不等。

记者还发现， 房地产行业是
此类侵权的 “重灾区”。 2021年，
湖州金达置业有限公司、 江阴梁
瑞置业有限公司 、 佛山 市 新 昊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多地房
地产公司都因非法采集人脸识别
信息被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处
罚。

专家表示， 商家非法采集消
费者人脸信息已涉嫌违法。 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明确规定， 经营者
收集、 使用消费者个人信息， 应
当遵循合法 、 正当 、 必要的原
则 ， 明示收集 、 使用信息的目
的、 方式和范围， 并经消费者同
意。 2020年10月实施的 《信息安
全技术个人信息安全规范》 也明
确规定， 人脸信息属于生物识别
信息， 也属于个人敏感信息， 收
集个人信息时应获得个人信息主
体的授权同意。 2021年7月28日，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审理使用
人脸识别技术处理个人信息相关
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
定， 进一步将作为个人信息收集
前提的 “同意” 细化为 “单独同
意”。 2021年11月1日起施行的个
人信息保护法第26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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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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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家为啥盯着 “脸 ”？
利字摆中间

法网恢恢， 为何部分商家却
仍想方设法 “盗采” 消费者人脸
信息呢？ 记者调查发现， 这与当
前几方面情况直接相关。

各类企业均有靠消费者 “人
脸信息” 提升经营业绩的强烈冲
动 。 记者从市场监管部门了解
到， 小鹏汽车委托的第三方公司
开发的算法可以对面部数据进行
识别计算， 以此进行门店的客流
统计和客流分析， 包括进店人数
统计、 男女比例、 年龄分析等。
这些数据是商家提升经营效率的
重要参考 。 “会员授权的基础
上， 基于人脸识别技术， 会员进
入门店的一瞬间， 其以往在该品
牌门店消费情况立即被推送到对
应导购员的手持设备上， 导购员
根据关键信息为该会员进行精准
导购。” 在为小鹏汽车提供服务
的悠络客平台网站上， 该公司称
其解决方案可以应用于汽车、 鞋
服 、 快消 、 医药等多类消费领
域。

大量从事 “人脸” 业务的企
业能以 “无感化 ” 技术采集信
息。 据天眼查数据显示， 我国目
前有7100多家企业从事 “人脸采
集” 相关业务， 曾被曝光涉嫌非
法采集问题的悠络客、 万店掌、
雅量科技、 瑞为等企业注册资本
均超过500万元， 合作客户中不
乏知名企业。

记者调查发现， “人脸信息
采集” 设备产销企业普遍将 “悄
悄采集” “无感化” 作为其产品
的核心卖点， 声称 “即使 （消费

者 ） 戴着口罩也能成功采集 ”。
第三方研究机构信息显示， 此类
技术被部分房地产开发企业广泛
应用。 当购房者的人脸被摄像头
“无感” 采集后， 可能在后续无
法享受某些购房优惠。 因此， 有
业内人士在现场看房时选择 “佩
戴头盔” 这种极端方式遮盖自己
的面部特征。

部分企业通过倒卖消费者人
脸信息非法牟利 。 记者调查发
现， 有商家非法收集人脸信息并
售卖 ， 低至0.5元即可买到包含
身份证信息在内的一名消费者的
人脸数据。 记者从警方了解到，
倒卖 “人脸信息” 还成为当前网
络黑产链条重要一环， 相关信息
被用于虚假注册、 电信网络诈骗
等违法犯罪活动， 供不法分子牟
取暴利。

提升 “护脸” 效能还需
系统施策

专家建议， 当前要实现有效
提升 “护脸” 机制效能， 可从以
下几方面入手。

———应进一步通过立法实现
多层次、 系统化的人脸信息保护
法律法规体系。 清华大学法学院
教授劳东燕告诉记者， 一些地方
已对 “人脸识别” 进行规范， 如
今年已施行的 《天津市社会信用
条例》、 2022年3月1日起施行的
《杭州市物业管理条例 》。 她表
示， 安徽省、 兰州市、 北京市等
地的 《物业管理条例》 也就业主
个人信息保护进行了明文规定，
但没有明确提到指纹、 人脸数据
等生物信息， 也没有涉及强制收
集问题， 有待今后进一步明确。

———应进一步明确主责执法
部门 ， 推动相关领域执法机制
化、 常态化。 “目前我国个人信
息保护法中采用的是多部门管理
机制， 网信部门、 市场监管部门
等都是个人信息保护监管部门。”
中国信息安全研究院副院长左晓
栋认为， 这一制度安排确有形成
合力的优势， 但也容易导致 “多
头治理” 的问题。 他建议， 进一
步明确各部门监管职能定位， 并
以此推动相关执法检查常态化、
长效化。 “对确保相关场所依规
张贴信息采集标识， APP或网络
平台依规明示采集信息等规定落
实而言， 常态化监管非常重要。”

———应进一步加强对经营和
购买 “人脸识别” 相关业务企业
的监管力度。 一方面， 是应加大
对涉 “脸 ” 违法行为的处罚力
度。 此次小鹏汽车采集43万张人
脸信息仅被罚款10万元， 部分网
友认为 “一张照片被罚2毛多 ，
违法成本太低”。 “如果按照个
人信息保护法的要求， 行政处罚
是按照企业或商家全球营业额来
罚款的， 这个数额可以比较大。”
左晓栋认为这样有利于提高企业
违法成本。

另一方面， 多位专家呼吁应
尽快设置 “人脸识别” 业务类企
业准入门槛。 “相关准入标准已
在制定当中。” 左晓栋说。

“此外， 人脸信息属于敏感
个人信息， 为避免一次授权即导
致信息失控的情况， 信息主体还
应享有对相关信息的删除权 。”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工业和信息化
法治战略与管理重点实验室办公
室主任赵精武说。 据新华社

“护脸”难题难在哪？怎么破？

本报讯（记者 任洁）教育部12月
28日发布，2022届高校毕业生规模预
计1076万人，同比增加167万，规模和
增量均创历史新高。 为此，教育部启
动实施“2022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
就业创业促进行动”， 全力确保2022
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局势稳定。

教育部高校学生司介绍， 2022届
高校毕业生就业面临四大压力 ： 当
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 、 供
给冲击、 预期转弱三重压力 ， 这些
压力会对就业产生影响 ； 毕业生规
模持续增加 ， 2022届高校毕业生规
模预计1076万人 ， 规模和增量均创
历史新高； 部分行业和企业生产经
营还未恢复到疫情前水平 ， 就业市
场用人需求存在不确定性 ， 部分中
小企业扩大吸纳就业的能力下降 ，
散发疫情对校园招聘活动产生不利
影响； 就业的结构性矛盾尚未得到
根本缓解， 存在 “就业难 ” 与 “招
人难” 并存的现象， 不同专业 、 行
业和地区间用人需求差异较大 ， 高
校毕业生就业形势依然严峻复杂。

目前， 全国31个省 （区、 市） 和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都已采取召开省
级就业工作会议、 印发就业政策文
件、 举行大型专场招聘活动等方式，
全面推动2022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工
作。 同时， 教育部组织开展 “校园
招聘月” 系列活动， 教育部大学生
就业网会同12家社会招聘机构累计
发布岗位信息近2156万条 ； 会同有
关部门直接举办专场网络招聘活动

10场， 累计提供各类岗位80多万个；
各地各高校已为2022届高校毕业生
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万多场， 累计提
供岗位信息近2000万条。

在财政部大力支持下 ， 教育部
启动实施 “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宏
志助航计划———全国高校毕业生就
业能力培训项目”， 目前已开展线下
培训4万余人。 教育部还启动 “供需
对接就业育人项目”， 围绕定向人才
培养培训、 就业实践实习基地建设、
人力资源提升等方面推动校企合作，
深化就业与培养有机联动 、 人才供
需有效对接 。 “全国中小企业人才
供需对接” 活动已有1000余所高校、
2800多家中小企业参与对接。

下一步 ， 教育部将会同相关部
门， 推动各地各高校全面落实就业
工作责任， 确保各项促就业政策措
施落地落实 ， 全力促进2022届高校
毕业生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

2021届全国高校毕业生规模为
909万， 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等多重因
素影响， 就业形势复杂严峻 ， “稳
就业” “保就业 ” 的任务艰巨 。 为
此， 教育系统通过创新方式开拓市
场性岗位、 用足用好政策性岗位、优
化升级就业指导服务、全力帮扶就业
困难群体四大途径，促进应届毕业生
就业。 国家统计局12月15日发布的数
据显示，今年1-11月份，全国城镇新
增就业1207万人，超额完成全年预期
目标，高校毕业生就业为全国就业大
局稳定作出重要贡献。

教育部：多措并举确保2022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局势稳定

无授权收集、 无感化采集、 无底线牟利……

2022届全国高校毕业生预计1076万人

新华社电 美国白宫27日
发表声明说， 总统拜登当天
签 署 2022 财 年 国 防 授 权法
案。

该法案此前已在美国国
会众议院和参议院获得通过。
根 据 法 案 内 容 ， 2022财 年
（2021年10月1日至2022年9月
30日 ） 美国国防支出为7682
亿美元 ， 比上一财年有所增

长 。 其中 ， 7400亿美元用于
国防项目预算， 278亿美元用
于核武器项目， 3.78亿美元用
于与国防相关的其他活动。

法案要求成立 “阿富汗
战争独立调查委员会”， 调查
评估阿富汗战争及其遗留问
题 。 针对国防部数十年来对
美国军中性侵事件处置不力，
法案决定在各军种分别设立

“特别审案律师办公室” 处理
相关案件 。 法案还要求国防
部长考虑增设惩罚性法律条
款打击军中暴力犯罪。

美国国会参众两院每年
依据宪法通过下一财年国防
授权法案 ， 由总统签署成为
法律 ， 是美国防务年度开支
预算和国防政策的指导性文
件。

拜登签署美国2022财年国防授权法案

中中国国新新冠冠疫疫苗苗的的““海海外外旅旅行行记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