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F40：最高法出击人脸识别

滥用，数据治理还有哪些难

题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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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领袖丨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近年来，人脸识别技术逐步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但其在

发挥作用的同时也存在被滥用的情况，引发社会担忧。部分移动应用程序

通过一揽子授权、捆绑授权、强制授权等方式索取人脸信息等非必要个人

信息的问题日益突出。 

 

7 月 28 日，最高人民法院举办新闻发布会，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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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脸信息提供司法保护。 

最高法有关负责人表示，人脸信息属于敏感个人信息中的生物识别信

息，对人脸信息的采集、使用必须依法征得个人同意。在告知同意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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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设定较高标准，以确保个人在充分知情的前提下，合理考虑对自己权

益的后果而作出同意。 

在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近日举行的双周内部研讨会第 345

期“新经济时代下数据治理制度建设”上，与会专家也对此问题展开讨论。

专家指出，在个人信息保护层面，一般期望通过贯彻数据采集“依法、最

少、必要”的原则实现安全维护，但这一原则在现实中仍有较大的贯彻空

间。 

与会专家分析认为，数据权属具备个人、平台和公共三重属性，但正

是因为这多重属性，数据要素的确权存在实践上的困难。这既阻碍了数据

要素的定价和交易，也给以数字税为代表的数据财产权益分配政策的落地

带来了困难。 

此外，对数据资源的使用需要兼顾使用效率的提高与数据安全的维护，

当前这两方面均存在现实中的阻碍。对于前者，行政部门之间需要加强整

合现有数据资源；对于后者，除了个人信息保护层面，数据敏感程度的动

态变化也在国家安全层面给数据的分级分类管理带来一定困难。 

与会专家强调，平衡数字经济时代的监管与创新需有新思路： 

传统经济中依据市场份额判定是否垄断的标准可能并不适用于数字平

台。 

对于定价行为的监管，重点应在于审查其定价模型或算法的合理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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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明度，并建立完善的用户投诉解决机制。 

对数字平台涉及的金融风险监管应在厘清其底层业务逻辑的基础上，

做出针对性监管。 

一、数据权属界定不清，阻碍了数据要素的定价、交易和财产权益分

配 

数字经济以数字化的信息和知识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

为载体，通过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催生了平台经济等新业态、

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经济运行效率，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塑造了新动能。 

为了让数字经济持续稳定地发挥上述重要作用，关键是通过数据的确

权、交易和定价，构建有效的数据要素市场。但在现实中，数据的权属尚

不清晰，既阻碍了数据要素的定价和交易，也给以数字税为代表的数据财

产权益分配手段带来了困难。 

数据要素源于个体信息，再经数字企业或平台整合加工获得新的价值，

并且数据具备公共品的特征，对公众利益和国家安全也会产生深远影响。

所以，数据权属具有个人、平台和公共三重属性。 

正是因为这多重属性，使得数据要素的确权存在实践上的困难。确权

无法进行，交易和定价就会受到阻碍，也使得目前关于构建数据交易场所

的努力在短期 内较难收到实际效果。 

此外，因为数据权属具有三重属性，所以面对当前数据产生的财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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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几乎完全由数字平台掌握的现状，有观点认为可以通过数字税平衡当前

数据财产收益分配的不均衡局面。个体作为数据产品的源头，其信息和行

为数据是数字平台通过数据获取收益的基础，因而具备获得数据财产权益

的权利。并且，由个体数据集成而来的数据要素具有公共属性，可视为公

共资源，政府应该代表公共权利对其产生的收益征税。 

但是，由于数据权属在实践上划分尚不清晰，数字税的征收基础或许

并未成形。 

一方面，在国际立法实践中，除了美国少数几个州明确立法规定个人

对其基因数据有所有权之外，全世界在个人信息所有权方面并无立法先例。

如果缺乏法律上个人对信息所有权的确定，那么个人对数据财产权益分配

的主张就没有了法律基础，数字税征收的法理基础也就并不牢固。 

另一方面，数字平台收获的数据价值是其通过数据要素与其他生产要

素的融合而产生的，数据的财产权益包含在其利润当中。在数据权属不清

时，难以通过数字税分割其利润中由数据要素贡献的部分并进行分配。 

二、提高数据资源使用效率、维护数据安全均存在现实障碍 

对数据资源的使用需要兼顾使用效率提高与数据安全维护，当前这两

方面均存在现实中的阻碍。 

一方面，现有数据资源的整合和使用效率提高还需要行政部门之间加

强合作。应通过加强顶层设计、打破部门分割，进一步发挥现有数据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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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效力。 

以跨金融机构数据整合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为例。在金融领域，一些地

方的金融信息综合服务平台通过连接已经存在的税务、司法、社保、水电

等数据库，可以支持银行在获得贷款申请人授权的前提下，搜索上述数据

库的信息，有效支持了信用风险评估，有助于金融机构为中小微企业提供

融资服务。这有利于打破信息孤岛、实现数据共享、切实增强金融服务实

体经济的目的。 

但这类平台在实际运行中存在的一个较大问题是行政部门的条块分割

阻碍了数据信息的最大范围共享。有必要加强顶层设计，打破部门分割整

合现有数据资源，进一步提高数据资源的使用效率。 

另一方面，数据安全同时涉及个人信息保护与国家安全，但当前关于

维护数据安全的可行路径均存在着一些实践上的困难，需要提高相关手段

的有效性。 

个人信息保护层面，一般期望通过贯彻数据采集“依法、最少、必要”

的原则实现安全维护。但在实践中，部分数字平台的服务与用户对某些信

息的授权行为绑定，不授权则无法使用相应软件。 

并且，对数据必要用途的规定还有进一步明确的空间。例如，商业银

行获得用户信息后，其有权对用户进行展示、推介的产品范围尚不清晰。 

以上事实都说明数据采集“依法、最少、必要”的原则在现实中仍有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326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