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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26日电（记者魏玉坤）
记者26日从交通运输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
获悉，今年国庆假期，将继续免收7座及以
下小型客车通行费，免费通行时间为10月1
日0时至10月7日24时，在此期间，普通公
路以车辆通过收费站的时间为准，高速公
路以车辆驶离出口收费站的时间为准。9座
小型客车暂不免车辆通行费。

交通运输部5月发布修订后的交通运
输行业标准《收费公路车辆通行费车型分
类》，明确1类和2类客车分类界限值由核
定载人数7人修订为9人且车长小于6米。
7月，交通运输部又印发通知，明确从2020
年1月1日起执行新的收费标准。交通运输
部新闻发言人孙文剑表示，今年国庆长假
免费车辆的范围还是7座以下（含7座）载
客车辆以及允许在普通收费公路上行驶的
摩托车。

孙文剑表示，为保障国庆假期人民群
众安全、便捷、舒适出行，交通运输部将加
强与气象部门沟通联络，及时掌握气象灾
害信息并发布重大公路交通天气预警，重
点加强对重要运输通道、省界主线收费站、
旅游风景点周边道路等路段的运行监测，
确保遇有情况及时处置。同时，指导各地采
取针对性措施，提高通行效率，加强服务保
障，引导公众合理安排出行。

交通运输部：

国庆假期继续免收

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通行费

新华社北京9月 26日电（记者王雨
萧 陈炜伟）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26日
说，商务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
部门，将在国庆前组织有关企业再向市场
投放中央储备猪肉10000吨，涵盖多个猪肉
产品类别，以增加国庆期间肉类市场供应。

随着国庆假期来临，我国猪肉市场需
求有所增加。高峰在当天举行的例行新闻
发布会上说，国庆前夕，在市场机制发挥主
体作用的前提下，中央和地方通过促进产
销衔接、增加储备投放等多种方式加大肉
类市场供应，肉类市场供应总体充足，价格
趋稳。9月初至今，共向市场投放中央储备
肉3个批次，总计投放猪肉20000吨，牛肉
2400吨，羊肉1900吨，目前部分地区也陆
续开展了地方储备肉投放工作，市场供应
总体有保障。

“下一步，商务部将进一步密切关注猪
肉市场供求和价格变化，会同有关部门继
续做好中央储备猪肉投放工作，保障肉类
市场供应。”高峰说。

商务部：

国庆节前再投放

储备猪肉1万吨

购物付款时，不用打开手机，只是看一眼支付设备，就能完成付款。今
年以来，刷脸支付在大小商店、餐馆逐渐铺开，消费者和商家在感到新鲜、好
奇的同时也发现，这一设备利用率较低，体验也没有二维码支付好，此外还
存在个人信息泄露的风险。刷脸支付未来如何？市场还在观察和等待。

在上海陆家嘴一栋写字楼一层的快
餐厅，白领胡晓璐用自助点餐机完成点
餐，选择支付方式时，屏幕上除了微信、支
付宝二维码付款等选项外，还有一个“刷
脸”选项。“只用对着屏幕上方的摄像头看
一眼，然后再输入绑定的电话号码，就可
以完成支付，感觉挺新鲜的。”胡晓璐说。

不只是连锁餐厅，上海市民郭先生在
一家服装店购物付款时也发现，收银台除
了此前经常能见到的扫码枪，还有一台类
似于iPad的设备，通过摄像头扫描面部信
息，郭先生也快速完成支付。

消费者周小姐说，和扫二维码支付相
比，刷脸支付确实带来一些便利。“比如付
款时，刚好打着电话，扫二维码就很麻烦，
如果可以刷脸支付会方便很多。”

今年以来，刷脸支付迅速升温。去年
底，支付宝推出刷脸支付产品“蜻蜓”。今
年3月，微信刷脸支付设备“青蛙”正式上
线，刷脸支付进入大规模应用阶段。

除了大超市、连锁餐厅，不少中小
商户都收到了来自支付宝和微信两家的

“诚意邀请”。上海闵行区一家餐馆负责人
朱先生对记者说，最近一段时间，支付宝、
微信两家推广刷脸支付的工作人员已多
次上门推销，“安装设备的价格已经从最
初的六七百元降到了现在的两三百元。”
随着推广力度不断加大，市场上甚至已出
现“零成本”安装刷脸硬件设备的情况。

一家水果店店主祝女士则说，微信、
支付宝两家推销人员均承诺，如果刷脸支
付达到一定额度，还可以有现金返还奖
励，“感觉这力度就像几年前推广二维码
支付一样。”

“每周可以铺七八台设备。”刷脸支付
设备代理商吴强说，一降再降的安装成
本，再加上1000多元的返还奖励，让更多
中小商户接受安装刷脸支付设备。支付宝
方面曾透露，未来三年将投入30亿元支
持商家完成刷脸支付硬件的数字化改造。

刷脸支付遍地开

尽管平台力推，消费者和商家也展现
出足够的好奇心，但记者在采访中发现，
刷脸这一新支付方式也暴露了利用率低、
存在个人信息泄露风险等问题，能否被市
场接受还有待检验。

——解决的痛点不够“痛”。“扫码支付
很麻烦吗？”在上海静安区一家便利店，面
对记者提出的刷脸支付的问题，刚刚买了
一杯咖啡并扫码完成支付的徐先生如此反
问。徐先生说，他购买了该便利店的会员资
格，付款时一方面需要扫描APP积分，另一
方面，一些优惠券也需要扫码才能使用，所
以他并不会选择刷脸方式进行支付。

一些中小商家也对这一支付方式的
市场需求表示疑虑。一家餐馆负责人丁先
生说：“我还在犹豫到底要不要装这个设
备，怕装了之后没几个人用。”而在相隔不
远的一家服装店，负责人查询后发现，安
装刷脸支付设备后第一周的流水只有
320元，远低于扫码支付。“这和当初二维
码支付不一样，二维码一出来，大家可以
不用带现金了，刷脸支付再方便也不可能

让大家不带手机。”该负责人表示。
——体验尚不完善。在上海虹口的一

家连锁咖啡店，记者看到，收银台上的刷
脸支付设备黑着屏幕，无法正常使用。“坏
了两天了，还没有人来修。”收银员说，和
二维码扫码收款相比，刷脸收款设备故障
率高。该收银员还表示，高峰期，刷脸支付
慢、效率低。“有刷脸支付的时间，三笔扫
码支付都完成了。”

——存在个人信息泄露风险。业内人
士表示，刷脸相较于指纹、密码，优势在于
去掉了手机这一介质，但介质的缺失，也
意味着人脸信息利用变得更加容易。

“生物特征识别技术应用在互联网领
域，并以此作为交易支付的认证，风险是
有的。”上海市信息安全行业协会会长谈
剑峰表示，刷脸支付的基本原理是将终端
服务器采集到的信息与云端信息进行比
对，看信息是否一致。如果云端生物数据
库发生信息泄露，则不仅会给账户安全带
来风险，也会造成具有唯一性的个人生物
信息外泄。

刷脸支付还需过三道关

针对刷脸支付，监管部门也在
加快顶层设计。近日，中国人民银行
印发《金融科技（FinTech）发展规划
（2019-2021年）》提出，探索人脸识
别线下支付安全应用，借助密码识
别、隐私计算、数据标签、模式识别
等技术，利用专用口令、“无感”活体
检测等实现交易验证，突破1：N人
脸辨识支付应用性能瓶颈，由持牌
金融机构构建以人脸特征为路由标
识的转接清算模式，实现支付工具
安全与便捷的统一。

“就个人信息保护来说，用户的
担心是有道理的。”中国政法大学传
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表示，尽
管目前已有网络安全法等法律法
规，但关于个人敏感信息、生物信息
等还没有明确的法律界定，建议尽
快通过立法予以明确。

谈剑峰表示，任何一项技术都
有它适合的应用场景，不能一味滥
用科技。在用作支付认证时，不能仅
仅凭借面部信息等生物特征进行单
一验证，而应结合着传统密码等方
式，进行多重认证。

刷脸支付既要便利，更要安全。
复旦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孙立坚
表示，这一方面需要行业自律，企业
应该对采集到的个人信息进行加密
存储，也需要企业明确和规范用户
信息使用的目的和范围，避免消费
者信息被过度使用；另一方面也需
要加强监管，“在金融科技领域，创
新走在监管前面是常有的事，这需
要监管部门及时跟踪创新以及创新
带来的问题，对监管机制进行更新
和强化。”

（新华社上海9月25日电）

行业应自律
监管也应加强

刷脸支付还需过好几道关刷脸支付还需过好几道关？？
新华社记者 杨有宗 桑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