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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10月举行的第六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银联携手60余家银行联合发布全新智能支付产品“刷脸

付”，正式进军刷脸支付市场。自此，刷脸支付市场首次迎来了“国家队”成员。业界专家认为，刷脸支付时代已

经来临，但数据安全以及支付安全是刷脸支付的重中之重。

近日，艾媒咨询发布的《2019年上半

年中国移动支付行业研究报告》显示，

2019年上半年中国移动支付交易规模达

到166.1万亿元，预计2019年中国移动支

付用户将达到7.33亿人。

目前支付宝与微信的刷脸支付设备

落地体量约在10万台，同时云闪付也在

广州、杭州等七个城市陆续上线了“刷脸

付”。

据了解，目前重庆的大型超市基本

都开设了具备刷脸支付功能的自助结账

区：在罗森、乡村基等商户门店里，也能

寻见刷脸支付设备的身影，甚至是在一

些区县开往乡镇的公交车上，都装上了

刷脸设备……刷脸支付发展和扩大趋势

已不可阻挡，然而，从安装数量看，刷脸

设备的总体落地效果并不理想，消费者

对刷脸支付还保持观望，甚至顾虑颇多。

不少消费者对刷脸支付的安全性与

风险性提出了质疑。重庆江北区一家连

锁奶茶店店员表示：“设备是公司统一配

的，但刷脸支付使用率并不高，如果不是

店员提醒有优惠，一般客户都不会主动

使用。”一位在校大学生说：“尽管现在很

多高铁坐车都是扫脸验证，但是扫脸付

款有待考验，我怕被收集生物特征信息，

网银不安全。”

相关技术专家解释，与指纹、虹膜相

比，人脸具有弱隐私性的生物特征，而且

正是由于手机这一介质的缺失，人脸信

息的“克隆”与利用也会变得更加容易，

相应地，用户使用刷脸支付的风险也就

更高。

“人脸识别技术虽然提升了金融服

务的便捷性和普惠性，但同时也存在隐

私泄露、算法漏洞等系列风险。”中国人

民银行科技司司长李伟认为，在“得数据

者得天下”的时代，仅凭无时无刻显露在

外的人脸便可进行的支付行为交易隐患

巨大。

从理论上讲，刷脸支付的基本原理

是将终端硬件采集到的信息与云端存储

的信息进行对比，信息一致即解锁完成

人脸支付。专家分析表示，这种模式存

在着三方面的风险：不法分子获取到生

物数据库的相关信息，引发“盗脸”案；或

是运用照片、面具等假体进行攻击，对用

户资金安全造成危害；此外，如果他们发

现和利用可能隐藏或者新增的算法漏

洞，则会造成系统性风险。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

俊海表示，针对刷脸支付，监管部门应该

尽快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对其加强监

管。此外，企业也应当自律，保障消费者

的信息安全，减少刷脸支付的安全隐患，

给消费者一颗“安心丸”。

（黄仕强）

自刷脸支付推出以来，支付

江湖就开始暗地交锋。支付介

质的巨变给如今的支付行业带

来了全新的机遇和挑战，各支付

平台都想抓住机会抓住更多消

费者。

数据显示，目前在支付市场

中，微信与支付宝通过扫码等方

式占据着全国高达 90%的市场

份额，云闪付紧跟其后。而从扫

码转化成刷脸，支付平台早已开

始主动出击。去年12月，支付宝

推出刷脸支付设备“蜻蜓”，以期

设备能像蜻蜓复眼一般快速精

准识别物体；3个月后，微信也发

布了刷脸支付设备“青蛙”。随

着银联云闪付“刷脸付”的加入，

刷脸支付市场尽管还未成熟，却

已呈现出“三国鼎立”的局面，火

药味十足。

支付行业专家提出，阿里、

腾讯、银联三大巨头争相布局的

意义在于，刷脸可真正从用户层

面实现“无端”，即使对手机功能

不熟悉的年长消费者，也能通过

技术变革成为移动支付的新增

量。而据易观智库发布的数据

显示，2019 年第二季度，中国第

三方支付移动支付市场交易规

模达490984.6亿元人民币，国内

的第三方信用支付市场目前其

实根本还没有到达天花板。

市场还有很大空间，难怪第

一梯队争分夺秒，而京东、美团

等第二梯队互联网阵营也跃跃

欲试，在一些线下零售场景中开

展刷脸支付的应用尝试。

对银联而言，刷脸支付则是

一个移动支付场景超越支付宝

和微信支付的契机，所以对相关

技术的开发和应用一直很积

极。据了解，招商银行是国内首

家研究人脸识别技术的银行,目

前,已相继推出了刷脸取款、刷脸

转账、刷脸支付等功能。农业银

行、建设银行等多家银行还将刷

脸技术应用到了 ATM 上，实现

“刷脸取款”。

在过去，一句“我出门都不用带钱，

刷脸就行了！”道出的是四海之内皆兄

弟的“面子”市场。而如今，不需要兄弟

给“面子”，任何人露一下脸便可完成交

易。方便快捷是支付技术革新的最终

目的。

据统计，一台刷脸机每天的工作量相

当于3个收银员，10个消费者同时结账，传

统模式用时56秒，而刷脸只需10秒。显

而易见，刷脸支付不但节约了用户时间，

还有效缓解高峰时段结账排队现象。针

对部分特殊人群如老人、聋哑人或盲人

等，刷脸支付还能为其提供最直接的便

利，从而更好地推动普惠金融的落地。

从商家的角度来看，刷脸设备不只

是一种简单的交易结算工具，它还可以

由此减轻人力成本，降低营销成本。如

今，在一些像永辉、沃尔玛等大型超市

里，都设置有人工收银和自助收银两种

结算方式。消费者在设备端口自主完

成商品的核对和付款工作已不足为奇。

“刚开始大家可能都不太敢用，担

心用不来，都愿意去人工收银处排着，

自助收银那里空着也不去。后来鼓起

勇气试了一次，发现真的好方便，就喜

欢上了。”永辉超市里一位正在自助结

账的王女士称，现在自助收银区也要开

始排队了。

对于支付平台而言，技术变革也推

动着支付方式的变革。2017年，刷脸设

备要几万元一台，到2019年8月，刷脸

支付设备成本已被降到 3000 元左右，

技术得以迅速推广。许多行业人士称

2019年是刷脸支付元年，支付宝、微信

支付方面投入的大量消费补贴用于刷

脸消费的随机免减，加上刷脸支付设备

自带会员绑定后台，消费者在门店完成

一次刷脸支付后，即可成为该店会员，

下次到店即可享受相关商品优惠，刺激

消费者二次进店，极大增加了商户门店

的用户流量和粘性。这也成为刷脸支

付受宠的重要原因之一。

支付行业新宠上线

“刷脸”市场为何大受追捧？

安全性理应一马当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