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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电 在第四个“中华慈善日”即
将到来之际，民政部 2日在京宣布将启动
第十一届“中华慈善奖”评选活动，首次明
确了不授予“中华慈善奖”的三类情形。

第十一届“中华慈善奖”评选对象为：
2017年至 2019年，在我国慈善活动中，特
别是扶贫济困活动中事迹突出、影响广泛
的单位、个人、志愿服务等爱心团队、慈善
项目、慈善信托等。共设置四类奖项，表
彰总名额原则上不超过150个。

为严格把关参评资格，第十一届“中
华慈善奖”首次明确了不授予“中华慈善
奖”的三大类情形：一是存在严重违纪违
法行为或者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二是填
报参评材料时隐瞒情况、弄虚作假的或者
在网络投票中弄虚作假的；三是在慈善捐
赠活动中有严重失信行为的，包括被民政
部门按照有关规定列入社会组织严重违
法失信名单的慈善组织，被民政部门列入
社会组织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的慈善组织

的法定代表人和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在
通过慈善组织捐赠中失信、被人民法院依
法判定承担责任的捐赠人，被公安机关依
法查处的假借慈善名义或者假冒慈善组
织骗取财产的单位、个人，均不授予“中华
慈善奖”。

“中华慈善奖”是当前我国慈善领域
的政府最高奖项，自2005年设立以来已成
功举办十届，共表彰了1005个单位、个人、
慈善项目、慈善信托。

也门监狱遭空袭
至少100人死亡
监狱内关押着
约170名也门政府军士兵

新华社电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驻也门机构 1日说，也门西南部扎
马尔省一所监狱当天凌晨遭到空
袭，造成至少100人死亡，预计这一
数字还会上升。

当天，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驻也
门机构负责人弗朗茨·劳施泰因
说，扎马尔省一所监狱遭到空袭导
致至少 100人死亡，救援人员目前
仍在废墟中搜寻幸存者，预计死亡
人数还会上升。

也门胡塞武装 1日早些时候
发表声明说，该武装控制的扎马
尔省的一所监狱遭到沙特阿拉伯
领导的多国联军战机的 7 次空
袭，造成至少 50名战俘死亡、约
100人受伤。

另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
电视台报道，遇袭的监狱位于扎马
尔省中部一个教育机构的建筑物
内，监狱内关押着约 170名也门政
府军士兵。

多国联军 1日通过沙特阿拉
伯的阿拉比亚电视台说，联军战
机当天凌晨空袭了胡塞武装在扎
马尔省“用于存放导弹和无人机
的仓库”。

2014年 9月，胡塞武装夺取也
门首都萨那，后占领也门南部地
区，迫使也门总统哈迪前往沙特避
难。2015年 3月，沙特等国发起代
号为“果断风暴”的军事行动，打击
胡塞武装。

“定远舰”沉舰遗址
在威海发现

新华社电 9月2日，“威海湾一
号甲午沉舰遗址保护区域划定论
证会”在山东威海刘公岛上举行。
经专家论证，历经两个月的水下考
古调查，现已基本确认清代北洋海
军旗舰“定远舰”的沉灭位置，并出
水一批沉舰遗物，这是2014年以来
北洋甲午沉舰系列调查与研究工
作的又一重大成果。

“定远舰”为清朝委托德国坦
特伯雷度（该地二战后划归波兰，
现名什切青）的伏尔铿造船厂建造
的 7000吨级一等铁甲舰。1885年
入编北洋海军后列为海军旗舰，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主动开炮
迎敌，其主炮威力与超强的铁甲防
护能力在海战中有着不俗的表现，
一度被誉为“永不沉灭的定远
舰”。后续的威海卫保卫战中，不
幸被日军鱼雷艇偷袭而中弹受损，
紧急移船到刘公岛东村外搁浅，不
久即因战局崩溃主动自爆以免资
敌。战后被日军大肆拆卸，武器与
舰材被当作战利品运去日本。

当前，大部分银行等金融机构开设
了人脸识别登录 APP功能。“刷脸”支付
甚至是远程签约等场景也越来越多见。
如果用户的“脸”不安全，“钱”也将面临
莫大风险。

企业通过用户协议等手段取得的用
户面部识别信息面临被泄露风险。据记
者了解，今年 2月，国内某面部识别公司
的数据库发生信息安全事故，数百万条个
人信息被泄露；8月，欧洲一家公司发生大
规模信息泄露事件，数百万人面部识别信
息被泄露……公众面部信息被滥用风险
增大。

记者在一些知名网购平台输入“人脸
面具”“硅胶头套”等关键词，发现有不少
商户出售“人脸头套式面具”，其中一些甚
至可以按客户提供照片定制。记者获知，
通过 3D打印等技术，“人脸面具”可以获
得较高仿真度，且面部识别数据越详实仿

真度越高，对以面部识别信息作为密码账
户的突破力就越强。此前已有人使用 3D
打印面具通过某知名网络支付平台面部
验证。

“贸然将自己的清晰正面照上传并授
权他人进行存储或另作他用，关乎‘钱袋
子’安全。”中央财经大学金融法研究所所
长黄震认为，目前法律对“AI换脸技术”规
范不足，因此保护好自己的面部信息在当
下十分必要。他建议，有关部门应加快推
广相关技术规范落地应用。

记者从多家已启用人脸识别功能的
金融机构处了解到：当前金融机构设置
的人脸识别安全等级高于智能手机相关
功能，但由于不少交易场景中识别标准
并不统一，因此风险仍在。多名专家建
议，用户将面部识别设置为财产账户密
码时，应同时设置其他验证办法，减小
风险。

账户被盗窃、名誉遭侵害、无端“被贷款”……

AI“换脸”游戏时，你知道会“丢脸”吗？

新华社电 近日，一款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换脸”APP走红网络。使
用者只要上传自己的高清照片，即可将本人面孔与大量影视片段中的明星
面孔置换。既可以自己过明星瘾，又可与心爱偶像“同框”出演，大量年轻
用户选择将自己面孔上传网络，“换脸”娱乐。

新华社记者发现，如此“换脸”，用户面部生物特征信息被盗或失控的
“丢脸”风险不小。该款APP用户协议中载明：用户一旦上传自己的照片
进行视频“换脸”，将在全球范围内完全免费、不可撤销地将包括人脸照片
在内的肖像资料授权给该公司和其关联公司。虽然此后相关企业在舆论
压力下，对其用户协议进行了部分修改，但风险依然存在。

一旦“丢脸”，我们将面临哪些风险？漏洞又该如何堵上？新华社记者
就此展开调查。

有过网贷申请经历的人对于“点点
头”“摇摇头”“张张嘴”之类的动作也许并
不陌生。借贷者在录入身份信息后，网贷
机构会对申请人进行“活体检测”，以确保
放款对象为本人，把关借贷安全。但记者
发现，一些基于相关技术的修图APP能够
“起死回生”，让静态面部照片模仿生物活
体“动”起来。

记者使用一款知名修图软件，载入一
张包含人物面孔的照片后使用其“3D塑
颜”的功能，图片中的人物便能按记者需要
完成“上下点头”和“左右摇头”等“动作”。

在另一款宣传语为“让你的照片活过
来”的APP中，只要载入一张包含人物面
孔的照片，就可以一键让照片中的人物
“开口说话”。记者发现，使用者还能利用
该APP决定说话内容，并可对录入声音进
行声线处理，调整音色音调，视听感觉十
分逼真。

有业内人士告诉记者，目前不少网贷
机构进行“活体检测”时仍使用人工审核
或技术含量偏低的机器审核，一旦公众的
面部识别信息被不法分子掌握，用这些黑
科技“活”过来的面孔，很可能以假乱真，
让不知情者“被网贷”背上巨额债务。此
前“3·15”晚会上就有人演示用“活”照片
成功突破某款手机的“刷脸”登录系统。
记者还发现，在苹果和安卓手机商店中有
不少利用AI“换脸”类APP供人挑选。

中国信息安全研究院副院长左晓栋
建议，要加快建立人工智能算法的安全评
估制度，对不同场景下AI“换脸”技术进
行评估，解决相关技术滥用问题。

当前，“换脸”技术被用在一些涉嫌
违法犯罪领域的情况已不少见。记者
发现一些网站用“AI换脸”“换脸视频”
等方式提供用知名艺人“面孔”“嫁接”
出的视频。这些视频往往涉嫌色情淫
秽，且难辨真假。另外，记者在QQ群和
百度贴吧中以“换脸”和“换脸视频”为
关键词检索发现，有不少社交群组打着
“技术交流”幌子兜售此类“明星换脸”
视频。

知情人告诉记者，除贩卖“换脸”非法
音视频产品牟利外，一些不法分子还利用

手中掌握的贷款人人脸信息，以此类技术
进行非法催收活动，直接侵害贷款人人格
权、名誉权，甚至滋生出敲诈勒索等其他
严重犯罪活动。

北京师范大学网络法治国际中心执
行主任吴沈括认为，AI“换脸”法律风险
点多。他建议，由于该领域技术性强，相
关企业众多，规模大小不一，应强化职能
部门监管力度，杜绝选择性事后执法，建
立全行业全流程公平监管，依法严惩违
法违规主体，打造稳定、良性的可预期市
场环境。

存在“假慈善”“诈捐”等情形不得参评“中华慈善奖”

风险三：
“丢脸”能导致“被贷款”

风险二：“丢脸”能导致“丢清白”

风险一：“丢脸”能导致“丢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