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元区市场监管局开展专项执法
打击侵害个人信息违法行为

刚刚购得房产，就立马接到各种装修公司的电话，对于
有买房经历的人来说，估计都会不胜其扰。在生活中，类似
的骚扰信息，无孔不入。在消费时代，个人信息似乎跟随着
消费足迹，暴露在商家面前，无安全可言。

针对个人信息泄露频发的现象，上个季度，天元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开展“守护消费”、打击侵害消费者个人信息违法
行为的专项执法行动，重点针对房产租赁、小贷金融、教育培
训、保险经纪、美容健身、装饰装修、旅游住宿、快递、电话营
销、网站和APP等侵害消费者个人信息违法多发的行业和领
域，整治未经消费者统一收集、使用消费者个人信息违法行
为；泄露、出售或非法向他人提供所收集的消费者个人信息
违法行为；未经消费者同意或者请求，或者消费者明确表示
拒绝的，向其发送商业性信息的违法行为。

此次专项执法行动中，天元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泰山市场
监管所、嵩山市场监管所、栗雨市场监管所、群丰市场监管
所、雷打石市场监管所五个监管所通过现场检查、电子取证
等方式，分别对辖区开展排查和约谈。整治期间共开展执法
行动 11 次，共出动执法人员 53 人次，约谈相关行业主体 25
次，开展宣传18次，未发现未经消费者同意，收集、使用消费
者个人信息，泄露、出售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所收集的消费
者个人信息，也未发现未经消费者同意或者请求，或者消费
者明确表示拒绝，向其发送商业性信息等违法行为。

为了取得工作实效，天元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还建立了投
诉举报箱，对外公开投诉电话，
同时收集舆情信息，更大范围
更大视野拓展信息来源渠道，
违法信息一经梳理，绝不放手，
发现违法行为绝不手软。

（记者 成姣兰
通讯员 周谷良 陆晓）

这笔存款该归谁

彭先生退休后去乡下生活，平常开销不多，除去积蓄之
外，每个月还有一笔养老金。彭先生的孙子小朋在市内工
作。彭先生便将养老金存折交给小朋，要其定期将存折内资
金取出并转存至其他账户。小朋为了方便存钱，在工作附近
的银行以自己的名义办了张银行卡，并将爷爷的养老金存入
该账户。后来彭先生因病过世，其小儿子即小朋的叔叔提出
小朋账户上的资金属于遗产，应当拿出来分配。小朋的爸爸
则认为该笔钱是爷爷赠送给小朋的，属于小朋的个人财产，
拒绝分割。

聂律师认为：
法律规定“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

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而“保管合同是保管人
保管寄存人交付的保管物，并返还该物的合同”。

基于此，受赠人通常享有赠与物的所有权，有权对赠与
物进行支配和使用。而保管合同中的保管人通常仅对保管
物享有临时的占有权，不享有保管物的使用权和收益权。

本案中，彭先生与小朋之间并无赠与合同也无证据体现
双方就赠与达成合意，该笔钱应属于小朋代彭先生保管的资
金，系遗产，应在各继承人之间分割。

聂炜律师团队每天在线及时为您
提供法律咨询。

咨询电话：
聂炜律师，13973309857
张倩律师，18273396450
联系邮箱：421107511@qq.com
律师事务所地址：株洲市天元区庐

山路323号明峰银座1栋1402

扫一扫二维码，关注聂炜律师团队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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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驰）电梯作为特种设
备，关系到使用者的安全，必须定期进行
维保以确保正常运行。但前几天，天元
区家园小区不少业主致电市长热线投
诉，该小区85栋电梯没有年检和维保，竟
然还在运行，希望相关部门及时介入。

为啥小区电梯未年检，还在继续使
用？前天，记者跟随市长热线督办员来
到该小区，居民黄先生说，小区85栋有9
层楼，却只有一台电梯，最近，电梯里每
天都有大量机油漏进来，为了方便居民
上下，一直在“带病”运行，大家担心电梯
存在安全隐患，选择走楼梯。有的人为
了赶时间，才坐电梯出行。

对此，小区家美物业项目经理姜宇平
说，出现这种尴尬情况，主要是该栋 9 楼
业主在楼梯通道安装了不锈钢门还上了
锁，致使他们无法正常维修维保。

姜宇平表示，装门的 9 楼业主姓侯，
记者拨打了该业主电话，却一直无法拨
通。姜宇平称，他们接手该小区两个多
月时间里，这张门只打开过两次。

9楼业主在楼道装门之后，将杂物都
堆放在楼道，还在顶楼搭建了棚子。由
于电梯维保无法正常进行，物业公司通

过短信，向该业主下达了“最后通牒”。
不知道是不是“最后通牒”的作用，

当天上午，督办员及物业人员来到9楼楼
道时，不锈钢门没有上锁。不过为了确
保以后维保、维修的正常进行，物业公司
将此事报告了泰山路街道办事处。

在现场查看后，泰山路街道办事处城
管办主任易伟洪要求，湘紫社区和控违
中队执法人员主动上门，对9楼业主在楼
道装门的行为下达了整改文书。

易伟洪表示，要求业主自行拆除违建
的不锈钢门，并要求该业主在拆除之前，
任何情况下都不得锁门，确保楼道畅通，
确保电梯的维保、维修能够正常进行。

业主无权在楼道
私自安装不锈钢门

本报法律顾问聂炜表示，《消防法》
第 28 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损坏、
挪用或者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
材，不得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或者占
用防火间距，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
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人员密集
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
援的障碍物。

上述9楼业主私自安装不锈钢门，占
用楼道的行为，影响消防安全，已经涉嫌
违规。

有人在楼道私装不锈钢门
导致电梯没年检“带病”运行？
事发天元区家园小区85栋；有关部门要求当事人自行拆除违建

▲9楼邻居在楼道装的不锈钢门 记者 陈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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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人脸图像安全级别高
但成本也高

据了解，目前，人脸识别技术可以分为两大
类：基于2D人脸图像和基于3D人脸图像。真正安

全级别较高的是3D人脸识别系统。一位业界专家介
绍，由于目前快递柜的竞争仍然在白热化阶段，市场占
领仍需要依靠数量。而 3D 摄像头的成本较高，一般企
业还会基于成本方面的考虑进行选择。

此外，在业界看来，“刷脸取件”是一个新事物，推向
市场需要一定的过程。大众对于人脸录入的操作意愿
性及隐私考虑，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影响到该功能的使
用率。多家快递企业表示，随着“刷脸支付”“刷脸安检”
等方式的流行，在包裹暂存的场景下，“刷脸取件”接受
度也在相应提高。

生物密码不适合单独使用
新技术应用需要审慎推进

快递柜摆放的场景丰富，室外、室内、地下室等都有可
能，在光线不一的情况下，如此取快递，到底安全吗？

阿里安全图灵实验室高级算法专家王炎解释说，由
于快递柜所处的室内外环境十分复杂，加上逆光、脸上
阴影等因素，都有可能导致人脸照片质量很差。并且考
虑到镜头安装在智能柜固定位置，不同高度的人拍出来
的照片中，脸部角度差别会大。这要求人脸识别技术必
须具备很强的适应能力，以确保高识别率，也对算法提
出了很高的要求。

裴智勇说，仅就技术本身而言，生物识别具有防伪
性能好、私密性强、随身“携带”等优点，是一种更安全的
技术。但是所有的生物识别技术本质上与数字密码一
样，具有可复制的特性，因此生物密码不适合单独使
用。目前生物识别和身份认证商用产品方案不仅仅依
赖于静态的指纹信息、人脸图像，还应附加活体检测技
术、多因子认证技术或基于风控的隐式认证技术，来保
证“我就是我”。

对于“刷脸取件”功能中“刷脸技术”存在漏洞，中国
物流学会特约研究员杨达卿认为，
快递服务不同于别的服务行业，由

于涉及公众信息隐私和安全等
问题，相关物流科技应用还是

需要审慎推进，就技术风险做好防
火墙。目前，每家快递企业都成为公

众信息的超级蓄水
池，一旦发生

信 息 泄
露 ，
产 生

的 社
会 影 响

是传统快
递 企 业 无

法想象的。

只要用一张照片就能代替真人刷脸

近日，嘉兴市上外秀洲外国语学校402班科学小
队向媒体报料：他们在一次测试中发现，只要用一张
打印照片就能代替真人刷脸，骗过小区里的丰巢智
能柜，取出了父母们的货件。测试过程有多个视频
进行记录。

有媒体也对丰巢“刷脸取件”做了实验，结果发
现：用照片，一秒钟时间识别成功，连续试了5次，其
中4次成功打开，1次失败是因为照片没有拿稳。而
后，把正脸自拍照换成偷拍的照片进行测试，丰巢快

递柜又被打开了。

测试版本为小范围推出，未大规模上线

对此，“丰巢”的工作人员表示，此次涉及的智能
快递柜“刷脸取件”功能属于Beta（测试）阶段，并且测
试版本为小范围推出，并未大规模上线。

公开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年底，丰巢智能柜覆
盖全国100多个重点城市，实现15余万网点布局。

“刷脸取件”在智能快递柜中广泛应用

快递柜，是快递行业“最后一公里”的重要组成
部分，业务量与日俱增。如今，人们早已习惯快递柜
提供的暂存服务。同时，快递行业也在推动智能快
递柜的发展，“刷脸取件”已成为多款智能快递柜的

“标配”。据记者不完全统计，菜鸟网络、中通
快递等多家物流企业都推出了带有“刷
脸”功能的智能快递柜。

然而在考虑为用户提
供多元、便捷的取件服
务时，安全问题显然不容
忽视。奇安信行业安全研究
中心主任裴智勇表示，随着人
工智能的普及，现在扫脸支付、
人脸解锁、人脸登录已经越
来越普及，但黑客可能仅凭
一张用户的高清照片就
能成功刷脸解锁用户手机，
登录 APP，窃取用户的信息和财
产。这次小学生的测试结果也在提
醒行业提高安全意识，保护个人隐
私信息及财产安全。

小学生成功用照片“刷脸”取快递

科技不是用来
折腾消费者的

听起来高大上的黑科技，
为什么被小朋友攻破？难道
刷脸就是传说中的“皇帝的新
衣”，被心直口快的孩子道破
了天机？

其实，面部识别技术有
2D 和3D 之分。2D 的摄像头
拍摄平面成像，安全级别终究
不够高，通过照片很容易被破
解，而很多成熟的金融支付多
是 3D 技术，还要要求使用者
通过眨眼、点头等“图灵机识
别”，所以从技术上说，人脸识
别技术还是相对安全的。但
要追问的是，为什么丰巢公司
明确知道 2D 识别不靠谱，用
一张照片就能骗过机器，为什
么还要“测试”？明知道技术
不靠谱、不安全，为什么还是
坚持要用？是不是有把低配
版“刷脸”当成商业噱头的嫌
疑？

面部识别、人工智能、大
数据技术、“连接人货物”、构
建新的线下应用场景、打出一
片线下蓝海……这些“大词”

“炫词”早成为互联网+江湖
里的道具、路演 PPT 里的宠
儿、资本市场里的话术。普普
通通取快递的生意，因为面部
识别的技术加持，似乎就有了
在资本市场上画一个大饼的
勇气，有了足够的想象空间，
让企业站在风口上，成为资本
竞相追逐的对象。

但是，从用户的角度出
发，所谓的“黑科技”究竟有没
有带来实惠？是不是技术走
火入魔，反而让消费者越来越
不方便，被占用更多的广告时
间，需要让渡更多的隐私和个
人信息？比如，前几天丰巢因
为在开箱操作屏幕里套路满
满，用户被“诱导赞赏”，引发
轩然大波。再比如，如今电视
越来越智能了，但是开机却成
了一个漫长的过程，用户首先
要收看长达20秒的电视自带
广告，而且大多数品牌都未设
置跳过选项……

引领生活，科技以人为
本。科技不是用来折腾消费
者的，更不只是企业在资本市
场上画大饼的工具，应该让生
活越来越方便，而不是占用更
多时间、拿走更多的生物信息
和隐私。

之前，广东深圳召开的全
球人工智能创业者大会上推
出了《新一代人工智能行业自
律公约》，旨在增强行业整体
自律意识，积极推动人工智能
行业的职业道德、伦理等方面
的发展。这次小学生破解丰
巢面部识别的事件，也向社会
敲响了警钟：很多吹上天的

“黑技术”，实际上并没有给消
费者带来什么实惠，相反更像
是套路和话术。

（综合新华社、人民日报）

反思

“刷脸技术”到底
近 日 ，

一则“小学生发现刷脸取件漏洞”
的消息引发网民热议。有媒体报道，多位小

学生通过打印取件人照片的方式，用照片“刷脸”就轻
而易举地打开快递柜取件。

涉事快递柜企业、深圳市丰巢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
巢”）向记者回应，收到部分用户反馈后，已下线智能快递柜“刷脸

取件”功能。然而，在“刷脸取件”成为很多智能快递柜“标配”的当下，
“刷脸技术”靠谱吗？

漏洞

回应

现状

分析

提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