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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2019年，最火的支付方式无疑是刷脸支付。在医院、超市、餐饮门店、便利店，刷脸支付设备已经并不

罕见，人脸识别技术与支付产品和服务的融合应用给用户带来了全新的支付方式和体验。

用户体验的背后，是正在从移动支付市场向刷脸支付赛场弥漫的硝烟，商业银行、非银行支付机构、银

行卡清算机构等都在试图从这一新领域中分得一杯羹。移动支付市场上，首先推出线下刷脸支付服务的

机构是支付宝，于去年底上线了刷脸支付产品“蜻蜓”，之后财付通于今年上半年上线刷脸支付产品“

青蛙”。今年10月份，在世界互联网大会召开期间，中国银联联合60多家机构发布全新智能支付产品“

刷脸付”，并已在多个城市落地应用。此外，包括农行、建行、招行等商业银行也依托自身手机银行AP

P或银联“云闪付”APP开展刷脸支付探索。

根据中国支付清算协会发布的《2019年网络支付应用和移动支付工作委员会调研报告》（以下简称“报

告”），刷脸支付目前主要有两种业务模式，一是以商业银行、支付宝和财付通为代表的封闭应用模式

；二是以银联“云闪付”为代表的联网通用模式。



该报告认为，封闭应用模式将导致类似“一柜多机”情况再次出现。封闭应用模式下，支付宝、财付通

、部分银行选择独立开发具有人脸识别功能的智能终端，无法与其他市场主体通用。未来，在市场上还

会出现由银联、各商业银行开发的智能终端。

据悉，目前终端价格在2500元至6000元不等，商户需要布放多个终端。这一方面造成社会资源浪费，另

一方面也会增加收单机构或商户成本。报告建议，加快推进刷脸支付联网通用业务方案设计、功能研发

和市场应用工作。适应人脸识别技术金融应用的趋势，充分考虑商业银行、支付机构和清算机构在支付

产业中的定位及各自诉求，推动建立“规则标准统一、受理网络通用、开放合作共赢”的业务模式。报

告同时建议，制定关于智能终端设备的统一技术标准，帮助各市场主体支付接口均可嵌入同一终端中，

优化支付资源配置。

“刷脸支付与二维码等其他支付手段应该是共存的关系。刷脸支付不会完全替代现有的支付方式，而是

会长期共存。”中国银联品牌企划室助理总经理彭程在近期召开的2019年网络和移动支付创新发展研讨

会上表示，刷脸支付推广的高价值模式是四方模式，由于刷脸支付的场景适用性、消费者接受度、风险

等原因存在，单独机构建设独立模式的刷脸使用环境在风险和收益上存在一定隐忧。

更进一步来看，彭程表示，刷脸支付依托的智能设备所承载的不仅仅是支付，而是对商户服务能力的升

级，其影响是超越支付本身的。“相当于给每个商户安装一个智能设备，这个设备未来一定会集成卡、

二维码、刷脸等支付方式。这个终端并不是仅仅支持交易，而是B端上的赋能，包括管理、分销等。这是

终端的最核心价值。”

此外，人脸识别技术金融应用的安全性和准确性仍存在不足，用户人脸核心信息安全和隐私保护存在风

险隐患。

中国人民银行科技司副司长罗永忠在此前召开的第八届中国支付清算论坛上表示，要坚决保护好强隐私

生物特征，合理应用好弱隐私生物特征，牢牢守住信息和资金安全底限，特别是对人脸识别这一热点应



用，应坚持守正创新，稳妥推进线下支付应用。具体而言，在数据采集时，要提前告知信息使用的目的

和方式，明确获得用户授权同意，避免与需求无关的特征采集，确保人脸特征采集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另外，人脸普遍显露在外，往往通过远程非接的方式，在本人毫无察觉的情况下被采集识别，仅凭人脸

识别无法确定用户直观支付意愿。因此要严格落实《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通过支付口令等形式，体现

用户自主支付意愿，不得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擅自发起交易，保障用户的知情权、财产安全等合法权

益。

目前来看，为防范刷脸支付风险，市场主体对刷脸支付交易进行限额管理。例如，招商银行对商户和用

户刷脸支付均设置了单笔或单日1000元的交易限额；支付宝从交易额度上加以限制，并根据交易资金大

小和频度，进行风险分级控制，增加验证要素，对于大于限定金额的交易需补充扫码及交易密码验证，

对于大额交易额外增加PIN码验证等；财付通刷脸支付限额受到用户支付账户类型的限制以及快捷支付

银行卡限额的限制，同时对同一用户反复尝试刷脸支付的次数进行限制，一个实名用户只能为一个微信

支付账户开通刷脸支付。

报告提出，由监管部门组织制定人脸识别应用于客户身份验证、交易验证等方面的业务规范与技术标准

。同时，市场主体应明确界定人脸特征信息储存、传输和使用等环节的安全标准，强化支付敏感信息内

控管理和安全防护，保障客户信息不外泄、不被用于非法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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