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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脸识别技术作为人工智能领域的重要分支，在提升社会管理效率、增强公共安全、优化用户体验等方

面都展现出巨大潜力。然而，这一技术的广泛应用也引发了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挑战。本文针对个

人隐私权受到威胁、法律法规适用范围不明确、行政监管机制不足、技术滥用蕴藏安全隐患等人脸识别

技术下个人信息保护面临的法律困境，提出了解决该问题的现实路径，包括完善隐私权保护指导原则、

明确法律适用范围、强化行政监管能力以及加强人脸识别行业自律，旨在帮助人脸识别技术规范发展，

为有效保护个人信息权益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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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pivotal branch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ace recognition technology has demonstrated immense 
potential in enhancing social management efficiency, bolstering public security, and optimizing 
user experiences. Nonetheless, the widespread adoption of this technology has also ignited legal 
challenges concerning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This paper addresses the legal dilemmas 
confronting personal information safeguarding under face recognition technology, inclu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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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ats to individual privacy rights, ambiguity in the scope of applicable laws and regulations, inad-
equacies in administrative oversight mechanisms, and latent security risks stemming from technol-
ogy misuse. To tackle these issues, this paper proposes practical pathways, encompassing refining 
guiding principles for privacy protection, clarifying legal scopes of application, strengthening ad-
ministrative supervision capabilities, and fostering self-regulation within the face recognition in-
dustry. These measures aim to facilitate the normative development of face recognition technology 
and offer theoretical underpinnings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effectively safeguarding personal 
information 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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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以人脸识别技术为代表的生物识别信息技术对于人们而言

已不陌生，并且已广泛渗透至社会公众日常生活的多维度空间，其应用场景呈现出日益多元化与广泛化

的趋势，涵盖公共安全、城市管理、远程医疗等多个关键领域。人脸识别技术的出现大大提升了社会管

理效益。然而，与此同时，人脸识别技术的广泛应用也引发了安全领域内的重大挑战，尤其是公民个人

信息安全问题。现行的《个人信息保护法》《网络安全法》以及《人脸识别数据安全要求》等法律规范，

虽为我国加强人脸识别应用治理、保障个人信息安全搭建起了法律屏障，但仍不够完善。如何在充分利

用人脸识别技术的同时，保证公民个人信息受到法律保护，成为人工智能时代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2. 人脸识别技术及其运用 

2.1. 人脸识别技术的概念 

“计算机人脸识别技术也就是利用计算机分析人脸图像，进而从中提取出有效的识别信息，用来‘辨

认’身份的一门技术”[1]。人脸识别技术的流程可以概括为：人脸图像采集和预处理，人脸特征提取，

人脸图像分类、验证及识别[2]。具体而言，进行一次人脸识别首先需要通过检测器在图像中定位人脸并

采集图像；其次，对图像进行预处理，包括归一化、空间变换对齐特征点、肤色检测及背景处理等；再

次，提取人脸特征，转化为稳定且具有唯一性的矢量数据；最后，将处理后的图像与数据库中的模板进

行匹配，输出匹配度最高的结果作为识别结果。因此，从本质上而言，人脸识别技术就是利用计算机的

高速计算能力，对数据库中储存的个人面部信息进行筛选比对，进而进行身份确认或查找的一种技术。 

2.2. 人脸识别技术的运用优势 

1) 高效性：人脸识别技术的高效性主要体现在并行数据采集的高效性以及信息处理与匹配的高效性

两方面。在并行数据采集方面，人脸识别系统能够在其监测范围内，同时捕获并处理多个独立主体的面

部图像与面部特征。这种并行数据采集的能力显著提高了数据采集的效率，使得系统能够在短时间内收

集到大量人脸数据，为后续的识别与验证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随着人脸识别算法的不断发展与优化，

系统对采集到的面部图像进行特征提取、比对和识别的速度越来越快。利用终端摄像技术，在极短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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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内完成复杂的面部特征分析与匹配过程，从而实现身份认证的即时性。用户只需简单配合(如眨眼、转

头等)，系统就能在几秒内完成身份验证，从而大幅度提高核验效率，节省数据采集时间。 
2) 非接触性：与其他传统生物识别技术相比，人脸识别技术最大的优势就在于用户无需直接与识别

对象进行物理接触，只要信息主体的面部未被大幅度遮挡，人脸识别设备就能实现远距离的信息采集。

这样不仅极大地缩减了人工参与，提升了使用的便捷性与安全性，还优化了用户体验，并有效促进了社

会管理效益的增强。人脸识别技术的应用也标志着生物识别领域向更加高效、安全、便捷的方向迈进。 
3) 应用领域广泛性：在安全领域，它成为安防监控和门禁系统的得力助手，通过实时人脸比对和识

别，显著提升了公共场所和特定区域的安全保障能力；金融服务方面，人脸识别技术能够有效确保用户

身份的真实性与可靠性，大幅提升了支付系统和金融认证的便捷性与安全性；此外，智能设备尤其是智

能手机，将人脸识别作为标配功能，为用户带来前所未有的便捷体验；公共交通领域也借助人脸识别技

术优化了票务查验和乘客追踪流程，提高了运营效率；人脸识别还渗透至社交网络，用于身份验证和个

性化服务推荐，为促进社会进步、提升生活质量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3. 人脸识别技术下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困境 

3.1. 个人隐私权受到威胁 

隐私权是自然人享有的基本权利之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相关法律规定，隐私权具

有不可侵犯性，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人脸识别技

术采取的人脸信息是具备唯一性的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在大数据驱动下，人脸识别技术不仅能用来识别

个人身份，还能进一步追踪个人日常活动轨迹、进行亲属关系匹配，对特定人经常接触人员进行匹配等。

通过对这些数据进行收集、处理和分析，可以建构出精准的个人综合行为档案，数据控制者能精准地“阅

读”并掌控人们的行为，从而对公民的隐私权造成极大冲击[3]。例如，在公共场所，部分商家或机构有

可能在未经用户明确同意的情况下，擅自收集、存储和使用人脸信息，导致个人隐私权的侵犯。此外，

一些人脸识别系统还可能被黑客攻击，进一步加剧了隐私泄露的风险。个人面部信息的使用渐渐偏离了

最初的收集目的，公民对于自己的面部信息被如何收集和使用缺乏必要的知情权和控制权。 

3.2. 法律法规适用范围不明确 

首先，对于“人脸识别信息”这一关键概念，目前法律上并没有统一的界定。人脸识别信息作为人

脸信息的子类概念，其具体的法律性质、范围和边界尚不明确。这种概念上的模糊性不仅给法律适用带

来困难，也增加了技术滥用和侵权的风险。其次，当前的法律体系并未对人脸识别技术的应用场景、数

据处理方式以及应用限制进行明确的定义。由于人脸识别技术跨越了众多领域，从安防、金融到零售和

教育等，其应用范围广泛且多样，但现有的法律规定往往无法涵盖所有可能的应用场景，这种不具体的

法律指导使得在实际应用中出现了诸多灰色地带[4]。尽管《民法典》《网络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

等法律以及相关的司法解释中包含了与个人信息保护相关的条款，但这些条款大多较为原则性、概括性，

且分散于不同的法律文件中，缺乏针对人脸识别技术的具体规定。这种立法现状导致在实际应用中，对

于人脸识别技术的监管和执法存在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难以形成统一、明确的法律适用标准。最后，

对于人脸识别技术的违法行为，目前法律上缺乏明确的责任规定。一方面，对于违法采集、使用人脸识

别信息的行为，如何界定其违法性、如何确定责任主体和责任范围等问题尚待明确；另一方面，对于因

人脸识别技术滥用导致的侵权行为，如何确定赔偿责任、如何保障受害人的合法权益等问题也缺乏具体

的法律依据。这种责任上的不明确不仅使得受害人难以获得有效的法律救济，也降低了违法者的违法成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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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行政监管机制不足 

随着人脸识别技术的广泛应用和快速发展，行政监管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然而，当前的行政监管机

制存在滞后性，难以适应技术发展的需求。首先，监管手段单一。多数案件为“责令改正”和“罚款”的

形式，而“警告”的方式占比较低。整体的行政监管机制体现为处罚性监管机制，对于事前监管机制以

及事中监管机制并未覆盖提及，行政监管机制效用尚有不足，难以有效应对人脸识别技术的隐蔽性和复

杂性([5]: p. 121)。 
其次，监管体系不完善。缺乏跨部门、跨领域的协同监管机制，导致监管合力不足，难以形成有效

的监管网络。目前，我国人脸识别应用监管立法层级多呈现“地方先行、软法治理”的特点，监管规范多

为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甚至各类通知、通告、政策等规范性文件，位阶低、法律效力不足，难以全面覆

盖人脸识别技术的各个环节和场景，导致监管空白和漏洞较多。个人信息保护工作和相关监督管理工作

主要由国家网信部门统筹，工信、商务等有关部门共同实施，监管的分散导致各部门权责不明[6]。 

3.4. 技术滥用蕴藏安全隐患 

目前，人脸识别技术被广泛应用于公共安全、场所进出、信息处理等多重领域，人脸识别技术的滥

用也给社会和个人来了种种安全隐患。部分企业或个人在数据存储安全、访问控制、加密措施等方面存

在明显不足，导致数据泄露风险增加。同时，人脸识别技术运用主体的技术条件和管理水平良莠不齐，

让一些不法分子有机可乘，他们往往开发黑客工具来绕过、干扰或攻击人脸识别技术背后的系统和算法，

进而引发盗窃、诈骗、侵入住宅等下游犯罪违法行为，危及被害人的数据安全、财产安全乃至人身安全，

进一步加剧了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困境。此外，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突破性发展，“深度伪造”等不

法技术的出现，使得身份冒用和欺诈行为的风险显著增加，从而不仅危及公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甚至

会影响社会公共秩序。 

4. 完善人脸识别技术下个人信息保护的现实路径 

4.1. 完善隐私权保护指导原则 

在人脸识别技术迅猛发展的背景下，许多场景中人脸识别成为了核验身份的唯一方式，公众只能被

动接受而别无选择，公民隐私权多方面曝光于众，因此，隐私权保护原则亟待完善[7]。这不仅是对个人

基本权利的尊重，也是技术伦理与社会责任的体现。因此，必须明确一系列隐私权保护的核心原则：首

先，确立并强化“知情同意原则”，即任何个人信息的收集、使用都需建立在个体充分知情并自愿同意

的基础上，避免信息的不当获取与滥用；其次，坚持“最小必要原则”，即仅收集与处理实现特定、合法

目的所必需的最少信息，减少数据冗余与泄露风险；再者，严格遵守“专采专用原则”，即确保个人数据

的使用不偏离初始声明的合法目的，维护数据的合法性与正当性；最后，强化“数据安全原则”，即采取

先进的技术与管理措施，确保个人数据在收集、存储、传输、处理及销毁等各个环节中的安全无虞，防

止数据泄露、篡改或非法访问。这些原则的完善与落实，能够更好保护个人隐私权，促进与规范人脸识

别技术的健康发展。 

4.2. 明确法律适用范围 

在当前人脸识别技术广泛应用的时代背景下，针对个人信息保护面临的严峻挑战，法律体系亟需迅

速响应。第一，法律应尽快明确界定人脸识别技术的使用场景、数据处理方式及个人信息保护的具体要

求，确保法律规范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比如在公共安全、金融支付等必要且合理的场景使用人脸识别技

术的同时，严格限制其在非必要、侵犯隐私的场合的应用。第二，为确保法律适用的全面性和公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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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明确法律的时间效力，即何时开始实施及是否溯及既往；空间效力，即法律适用的地域范围；以及

对人的效力，即哪些主体需受法律约束。消除法律适用的模糊地带，确保个人信息得到法律保障。最后，

加强法律解释工作。通过司法解释、指导性案例等方式，对人脸识别技术相关的法律条款进行细化与明

确，为司法实践提供具体指导，减少法律适用的不确定性和争议，为人脸识别技术下个人信息的保护提

供清晰的法律边界和依据。 

4.3. 强化行政监管能力 

“技术本身是双向的，监管也是双向的，从监管技术向技术监管转变，不仅是监管理念的深刻变化，

更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要”([5]: p. 129)。强化行政监管能力是保护人脸识别技术下个

人信息的有力保障和支持，这要求行政机关在立法与执法层面构建一套全面、高效的监管体系，以应对

人脸识别技术带来的隐私侵犯和数据安全风险。首先，强化行政监管机构的职责与能力。成立专门的监

管机构或部门，负责对人脸识别技术的全链条监管，包括技术应用的审批、事中事后的监督检查以及违

法行为的查处。这些机构应具备专业的技术能力和丰富的执法经验，以有效应对技术更新带来的监管挑

战。其次，建立健全有效的监管机制。实施人脸识别技术备案审查制度，要求企业在使用前向监管部门

提交详细的技术方案和数据保护计划，经审查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在行政监管过程中，运用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现代技术手段，对人脸信息处理活动进行实时监控和风险评估，及时发现并纠正违规行为。

此外，还应完善信息安全应急响应机制，一旦发生数据泄露或滥用事件，能够迅速响应并采取有效措施

加以处理。最后，要加强行政监管的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建立信息公开制度，定期发布监管报告和典

型案例，确保监管工作的有效性和公正性，提高公众对人脸识别技术监管的认知度和信任度。同时，畅

通投诉举报渠道，鼓励公众积极参与到监管过程中来，形成社会共治的良好局面。 

4.4. 加强人脸识别行业自律 

除了以上途径之外，加强人脸识别行业自律对于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也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构建

健康、可持续的行业生态。第一，需推动建立行业自律组织，作为行业内部自我监管、自我约束的平台。

这些组织应制定行业规范、行为准则和伦理标准，明确企业在收集、使用、存储和传输人脸信息时应遵

循的原则和底线，确保技术应用不侵犯用户隐私、不损害公共利益。第二，强化行业自律监督与惩罚机

制。自律组织应设立独立的监督机构，对成员企业的行为进行定期检查和评估，对违反行业规范的行为

进行公开曝光、警告乃至剔除出组织等惩罚措施。同时，鼓励企业之间建立相互监督机制，共同维护行

业秩序和良好形象。最后，加强行业自律教育与培训，提升对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主动性、自觉性。通

过组织专题研讨会、培训班、讲座等形式，提升行业从业人员对个人信息保护的认识和重视程度，增强

他们的法律意识和职业道德水平。 

5. 结语 

人脸识别技术的快速发展无疑为现代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便利与效率，但其对公民个人信息的潜

在威胁亦不容忽视。面对这一技术双刃剑，法律与政策的及时跟进显得尤为关键。对此，面对人脸识别

技术下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困境，需要进一步完善隐私权保护指导原则，明确法律适用范围，强化行政

监管能力以及加强人脸识别行业自律。让人脸识别技术在法治轨道上健康、有序地发展，构建一个既促

进技术创新又保障个人信息安全的和谐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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