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息处理者处理未成年人人脸信息的，必须征得其监护人的单独同意。明确将“受害人是否未成年人”作为责任认定
特殊考量因素，对于违法处理未成年人人脸信息的，在责任承担时依法予以从重从严。

小区物业在使用人脸识别门禁系统录入人脸信息时，应当征得业主或者物业使用人的同意，对于不同意的，小区物业
应当提供替代性验证方式。

信息处理者在征得个人同意时，必须就人脸信息处理活动单独取得个人同意，不能通过一揽子告知同意等方式征得个
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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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颁新规治理人脸识别乱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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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电子烟流向未成年人

受害者进行正常的举报投诉，
层层领导和部门竟然视而不见，凸
显带有性别歧视的“陪酒文化”，根
深蒂固地存在于现实生活中，渗透
在人际关系、商务交往、职场升迁
等方方面面，在一些人眼中见怪不
怪，却贻害无穷。

杜绝丑陋的“陪酒文化”，需
要更多的人像阿里受害女员工这
样，向推杯换盏背后的侵害大声
说“不”。同时用人单位也要完善
细化对员工特别是女性员工权益
保护机制，任由“办事靠喝酒”的
歪风盛行，任何企业都很难获得
长远发展。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
评论员 佟吉清

随着“阿里女员工被侵害”事
件的不断发酵，终于在 8 月 9 日凌
晨，阿里巴巴董事会主席兼 CEO
张勇公布了阶段性内部调查结果
和处理决定：涉事男员工被辞退，
永不录用，同城零售事业群总裁李
永和和 HRG 徐昆引咎辞职，阿里
巴巴首席人力资源官童文红记过
处分。即便阿里事后表态要“给阿
里同学和全社会一个交代”，但“陪
酒文化”爆出的令人作呕的嘴脸，
依然刺激公众的神经，引发网络持
续热议。

纵观事件来龙去脉，阿里的
态度和处理进度差强人意，而受
害女员工“豁出去”讨公道的举动
则令人钦佩。她用 8000 多字的长
文详述了自己遭遇侵害的始末：7
月 27 日被领导强制安排出差期
间，直属领导要求陪商家喝酒，被
灌醉后遭到客户猥亵，而后该领
导 深 夜 进 出 女 员 工 酒 店 房 间 4
次。该女员工于 8 月 2 日回杭州，
将这一情况反映给所在事业群领
导，一直未得到回应。由于向公
司投诉无果，8 月 6 日，绝望的受害者将事件曝光，
去员工食堂发传单现场求助，遭保安阻止驱赶，当
晚阿里因此事登上热搜。8 月 7 日，阿里官方回应
称：绝不容忍，全力配合警方，涉嫌员工已停职接
受警方调查。此时，距离女员工出差出事，时间已
经过去整整10天。

从侵害事件发生，到受害者穷追不舍讨说法，再
到阿里被迫直面质疑，期间的周折不由得让人叹息：
对女员工造成巨大伤害的事件，竟然被捂长达10天
没有声息。如此二次伤害，无疑会给这位女士造成
更大的心理压力。受害者进行正常的举报投诉，层
层领导和部门竟然视而不见，凸显带有性别歧视的

“陪酒文化”，根深蒂固地存在于现实生活中，渗透在
人际关系、商务交往、职场升迁等方方面面，在一些
人眼中见怪不怪，却贻害无穷。

特别是在激烈的职场竞争中，应酬成了一种非
常普遍的表达形式。没有下线的“陪酒文化”成了交
易的托词和润滑剂。有权有势的人，在酒桌上颐指
气使；求人办事的人，端着酒杯阿谀谄媚，饭局里的
食客脱离了平等的关系。当酒桌上大多是男人的时
候，领导时常会把单位的女性拉去作陪，席间不乏语
言上的骚扰和行为上的摸摸索索，用调笑甚至侵害
女性来活跃气氛，取悦宴请对象。就像这次丑闻当
中，刚上桌，受害者的上司就对商家男领导们说“看
我对你们多好，给你们送了一个美女来”，并强调受
害人酒量好，导致宴席期间，受害人不停被灌酒。为
了让客户满意、尽兴，女下属要不失时机地举杯逢
迎，假装没听见一样接收恶心的黄段子，忍受各种借
着酒劲儿的动手动脚。心怀不轨之徒打着冠冕堂皇
的工作名义劝酒，让人不敢拒绝，也不能拒绝，最终
导致受害者醉酒无意识，成为“陪酒文化”最大的受
害者，女性的尊严荡然无存。

除了在酒桌上被侵犯，有些单位更是堂而皇之
地将喝酒当作用人和晋升的条件。据媒体此前报
道，广东某县政府接待办公室的招聘要求是：能歌
善舞的女性，至少能喝一斤白酒。重庆某摩托车企
业招聘主管，开出的面试题是：喝一瓶白酒，签 50
万元订单。河南省南阳市一家公司招聘年龄在18
岁至28岁的女性，工作人员在面试现场拿出5个量
杯一字排开，每个杯里盛 1 两白酒，要求在半个小
时内喝完，然后根据其言语表现确定是否喝醉。在
兰州市某人力资源市场举办的大型求职咨询会上，
心理素质好、酒量大成为求职者应聘的另类“敲门
砖”。“能喝酒”这道与众不同的“门槛”，把应聘女
生挡在了职场的门外，加剧了针对女性的就业歧
视。

杜绝丑陋的“陪酒文化”，需要更多的人像阿里
受害女员工这样，向推杯换盏背后的侵害大声说

“不”。同时用人单位也要完善细化对员工特别是女
性员工权益保护机制，任由“办事靠喝酒”的歪风盛
行，任何企业都很难获得长远发展。

置身舆论的风口浪尖上，张勇在公布处罚决定
的同时还表示，阿里将在三个方面进行反思和行动，
其中之一便是：旗帜鲜明地反对丑陋的陪酒文化，不
分性别，阿里巴巴无条件支持员工拒绝陪酒。作为
互联网大厂，一个标榜“所有重大决定都跟价值观有
关”的企业，经此一事，阿里确实需要来一次深刻的
反省，而需要刮骨疗毒的，又绝不止阿里这一家。正
如网友“丰云笑”所言：腐烂的创口不及时去除，受伤
的还是自己……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王春霞

进小区强制“刷脸”，一些APP通过“不
点击同意就不提供服务”方式强制索取非必
要个人信息，门店使用“无感式”人脸识别技
术擅自采集消费者人脸信息……这些乱象
随着《最高人民法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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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规定》）自
2021年8月1日起施行，有望得到解决。

违法处理未成年人人脸信息，予
以从重从严惩处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万明介绍，《规
定》第2条规定了侵害自然人人格权益行为
的认定。针对今年“3·15晚会”所曝光的线
下门店在经营场所滥用人脸识别技术进行
人脸辨识、人脸分析，以及社会反映强烈的
几类典型行为，“该条均予以列举，明确将之
界定为侵害自然人人格权益的行为。”

“由于未成年人身心发育尚未成熟，社
会阅历有限，个人信息保护意识相对淡薄，
加之对新生事物较为好奇，其人脸信息被采
集的概率相对较大。”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
副主任郭锋说，未成年人的人脸信息一旦泄
露，侵权影响甚至可能伴随其一生，特别是
技术歧视或算法偏见所导致的不公平待遇，
会直接影响未成年人的人格发展。

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网络安全法等法
律对未成年人的网络保护作出了专门规定：
如信息处理者处理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个
人信息的，应当征得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
他监护人同意；未成年人、父母或者其他监
护人要求信息处理者更正、删除未成年人个
人信息的，信息处理者应当及时采取措施予

以更正、删除，等等。
《规定》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从

司法审判层面加强对未成年人人脸信息的
保护。按照告知同意原则，第2条第3项规
定，信息处理者处理未成年人人脸信息的，
必须征得其监护人的单独同意。

郭锋介绍，关于具体年龄，可依据未成
年人保护法、网络安全法以及将来的个人信
息保护法进行认定。从责任认定角度看，第
3条在民法典第998条的基础上，对侵害人
脸信息责任认定的考量因素予以细化，结合
当前未成年人人脸信息保护现状，明确将

“受害人是否未成年人”作为责任认定特殊
考量因素，对于违法处理未成年人人脸信息
的，在责任承担时依法予以从重从严，确保
未成年人人脸信息依法得到特别保护。

进小区强制“刷脸”侵害居民人
格权益

当前，部分小区使用人脸识别门禁系
统，用“刷脸”代替“刷卡”，引发了社会热
议。有意见认为，将人脸识别作为住户身份
验证方式，是一种智能化管理，可以更精准
识别出入小区人员，让小区管理更安全、更
高效。也有意见认为，在录入人脸信息时，
小区物业要求人脸信息和详细住址、身份信
息相绑定，这些信息一旦泄露，可能给个人
隐私造成损害。

郭锋介绍，前期调研中发现，群众关心
小区物业安装人脸识别设备，集中在强制

“刷脸”的问题上。人脸信息属于敏感个人
信息，小区物业对人脸信息的采集、使用必
须依法征得业主或者物业使用人的同意。
实践中，部分小区物业强制要求居民录入人
脸信息，并将人脸识别作为出入小区的唯一

验证方式，这种行为违反“告知同意”原则，
群众质疑声较大。“我们应该拥抱新科技，但
同时也要尊重人格权益。小区物业不能以
智能化管理为由，侵害居民人格权益。”

为此，《规定》第10条第1款专门规定：
“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其他建筑物管理人以人
脸识别作为业主或者物业使用人出入物业
服务区域的唯一验证方式，不同意的业主或
者物业使用人请求其提供其他合理验证方
式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郭锋说，根据这一规定，小区物业在使
用人脸识别门禁系统录入人脸信息时，应当
征得业主或者物业使用人的同意，对于不同
意的，小区物业应当提供替代性验证方式，
不得侵害业主或物业使用人的人格权益和
其他合法权益。另外，为更好规范物业服务
企业或者其他管理人，防止其将人脸信息泄
露或者侵害业主或物业使用人隐私，第10
条第2款又进一步明确：“物业服务企业或
者其他建筑物管理人存在本规定第二条规
定的情形，当事人请求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其
他建筑物管理人承担侵权责任的，人民法院
依法予以支持。”

不能通过一揽子告知同意等方
式征得个人同意

一段时间以来，部分移动应用程序
（APP）通过一揽子授权、与其他授权捆绑、
“不点击同意就不提供服务”等方式强制索
取非必要个人信息的问题比较突出。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处处长陈龙
业介绍，《规定》根据民法典第1035条，在吸
收个人信息保护立法精神、借鉴域外做法的
基础上，明确了处理人脸信息的规则，即单
独同意规则。

《规定》第2条第3项规定，信息处理者
在征得个人同意时，必须就人脸信息处理活
动单独取得个人的同意，不能通过一揽子告
知同意等方式征得个人同意。

“自愿原则是民法典的基本原则之一，
个人的同意必须是基于自愿而作出。”陈龙
业说，特别是对人脸信息的处理，不能带有
任何强迫因素。如果信息处理者采取“与其
他授权捆绑”“不点击同意就不提供服务”等
做法，会导致自然人无法单独对人脸信息作
出自愿同意，或者被迫同意处理其本不愿提
供且非必要的人脸信息。

《规定》第4条对处理人脸信息的有效
同意采取从严认定的思路。对于信息处理
者采取“与其他授权捆绑”“不点击同意就不
提供服务”等方式强迫或者变相强迫自然人
同意处理其人脸信息的，信息处理者据此认
为其已征得相应同意的，人民法院不予支
持。第4条的规定不仅适用于线上应用，对
于需要告知同意的线下场景也同样适用。

《规定》还明确了人格权侵害禁令的适
用，规定自然人有证据证明信息处理者使用
人脸识别技术正在实施或者即将实施侵害
其隐私权或者其他人格权益的行为，不及时
制止将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
向人民法院申请采取责令信息处理者停止
有关行为的措施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案件
具体情况依法作出人格权侵害禁令。

《规定》在举证责任分配上课以信息处
理者更多的举证责任，合理界定财产损失范
围，第8条明确被侵权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
支付的合理开支以及合理的律师费用可作
为财产损失请求赔偿。积极倡导民事公益
诉讼，第14条对涉人脸信息民事公益诉讼
予以明确规定。

■ 新华社记者 白佳丽 梁姊

“走进各大商场，总能看到几家电子烟
专卖店”“不少年轻人脖子上挂着五颜六色
的电子烟，时不时就吸上一口”……近年来，
电子烟作为一种新兴的烟草消费品，尤其是
一些电子烟标榜潮流与“健康”，在年轻人中
快速走红。

记者近期调查发现，虽然国家已明文规
定各类市场主体不得向未成年人出售电子
烟，但部分裹着“绚烂外衣”的电子烟依旧在
向未成年人群体渗透，一些潜藏的风险也值
得警惕。

——品牌授权店管理“松紧不一”。记
者在天津、沈阳等地暗访发现，虽然几乎所

有的电子烟商铺售卖柜台上都贴有“严禁向
未成年人售卖电子烟”的标识，但不同店铺
对未成年人购买电子烟的管理并不一致，大
多数较为松散。

“日常交易中，我们不会强制要求确认
年龄。除了那种看起来明显很小的消费者，
我们不敢销售之外，其他的就睁一只眼闭一
只眼。”一名店铺销售人员坦言。

——超市便利店“暗藏玄机”。除常见
的电子烟品牌店外，一些开在校园周边的小
超市也暗藏风险。记者调研发现，一些超市
的柜台处有各种品牌的一次性电子烟出售，
品名标注为“雾化棒”“雾化器”等，包装简
单，价格在三四十元不等，有多种颜色和口
味，有的电子烟的烟杆上还有花纹和图案，

十分新潮好看。
——网络销售渠道“屡禁难绝”。从

2018年开始，我国便针对电子烟行业出台
了一系列监管措施，包括禁止网上销售电子
烟等。记者在多个电商平台以“电子烟”“烟
弹”为关键词搜索，发现已无相关结果。但
是一些个人微信卖家仍然在网上进行电子
烟交易。记者在线下门店走访也发现，大部
分门店都有线上销售渠道，通过添加店铺微
信就可以进行线上交易。

今年7月，世卫组织发布《2021年全球
烟草流行情况报告》，指出尼古丁极易上瘾，
对大脑发育有害，因此必须“更好地管制”电
子烟，尤其要关注20岁以下吸电子烟人群。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的2019年

中国中学生烟草调查结果显示，2019年初
中学生听说过电子烟的比例为69.9%，电子
烟使用率为2.7%，与2014年相比，分别上
升了24.9个百分点和1.5个百分点。

天津市律师协会未成年人保护专业委
员会主任付佳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未
成年人保护法》，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
监护人不得放任、教唆未成年人吸烟，其中
包含电子烟。同时，烟、酒和彩票经营者应
当在显著位置设置不向未成年人销售烟、酒
或者彩票的标志；对难以判明是否是未成年
人的，应当要求其出示身份证件。”

“电子烟对未成年人存在安全隐患，应
进一步加大对向未成年人销售电子烟的打
击力度。”付佳说。

近日，全国首个沉浸式防骗展在北京开展，采用“多维度案
例+成果展示+交互体验”的方式展示诈骗案例，并通过互动的形
式还原诈骗的真实场景，让参观者置身其中，切身感受，时刻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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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观者在北京举行的沉浸式防骗展上观看防骗语录。

全国首个沉浸式防骗展全国首个沉浸式防骗展““晒出晒出””百种骗局百种骗局

▲ 参观者在北京举行的沉浸式防骗展上接听“原音再现”骗
子的惯用话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