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纵观近两年国内外生物识别技术的发展可以看出，

继应用最广的指纹识别后，人脸识别技术因其自然、非

接触、实际应用效果佳等特点正在被市场广泛看好。

在国际生物识别市场上，人脸识别已慢慢超出了安

防领域。比如：谷歌正在研发的人脸识别手机应用，安卓

在人脸识别方面的软件，法国、美国一些广告公司把人脸

识别技术应用在户外广告人流量的统计上，进行广告效

果评估，还有公司将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在智能玩具上等。

同时，从国内的情况来看，2011 年，人脸识别技术市

场更是异常给力，呈现出了难能可贵的应用机遇。众多

地区的社保系统纷纷启用了人脸识别技术，以规范领取

人资格；机场安检等重要场所均开始投入对人脸识别技

术的大规模应用；人脸识别嵌入式门禁系统的市场也日

趋走向成熟等等，这无不标志着这一技术在我国正式驶

入急速发展轨道。

2010 年，举世瞩目的上海世博会采用了上海银晨智

能识别科技有限公司（下称上海银晨）的人脸识别技术，

其中，在静态照片的比对上，7400 万张证件照片的大库

上取得了首位匹配率 93.36%的实测成绩；在基于视频的

动态人脸识别应用方面，识别率达到 81.17%（误识率低

于万分之一）。在此基础上，上海银晨还建成了国内最

大的人脸识别应用系统，数据库中容纳了 1.7 亿条人脸

特征模板数据，且库容量以 30 万条/天的速度增加，人像

比对的全过程平均只需时 5 秒，整个系统使用了不超过

10 台的 PC 服务器。

这一案例说明，经过多年发展，人脸识别技术在识

别率及识别速度方面有了显著提升，并可以很好地满足

用户的应用需求。同时，也标志着我国的人脸识别技术

已经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准。

“2011 年，在生物识别技术领域，无论市场应用还是

技术突破，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人脸识别。人脸识别在

2011 年至 2012 年只是一个启动阶段。”中控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下称中控科技）市场总监华鑫跟记者分析人脸

识别技术的发展时讲到。

据华鑫介绍，生物特征识别技术近几年来以平均每

年 20%至 30%的速度增长，其中，人脸识别技术更是增幅

高达 80%，目前国内的市场份额达到 8000 多万元。

如果按照年增幅 80%的速度来看，未来几年，我国

人脸识别技术的市场份额将达到数十亿元人民币。

与此同时，与往年最大的不同还在于潜力巨大的政

府市场的启动。

据了解，2011 年，我国部分地区的社保系统为了确保

社会保险基金安全，防止和杜绝骗领、冒领养老金等情形

发生，纷纷采纳了“人脸动态识别身份验证系统”，以加强

对离退休人员的身份验证和管理。湖北、甘肃、湖南等省

均先后建立了离退休职工面部信息数据库、确定了“人脸

动态识别身份验证系统”的试点区域及单位，为人脸识别

产品拓展出了新的市场空间和发展领域。

上海银晨作为国家科技部认定的生物特征识别领

域唯一的国家 863 成果产业化基地，在政府市场方面一

直处于领先地位。去年，上海银晨的人脸识别系统为公

安部门的网上清逃行动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挖掘

出了一大批假冒他人身份以及改变身份的在逃人员。

该公司与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合作开发的“人脸识别

抓逃系统”也已于去年 11 月通过了公安部五局及二十二

局联合组织的成果鉴定。此外，他们还充分依托其在

2010 年上海世博会人像采集及比对系统的成功，从公安

实战的角度出发，整合了公共场所人像采集及比对系

统、人脸识别访客登记识别系统、人体生物信息一体化

采集平台、警用身份认证终端、车载人像采集及比对系

统等多项产品，构建了基于人脸识别的智能化社会治安

防控平台。

据该公司总裁陈军介绍，预计 2012 年，该公司与公

安系统的有关业务将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同时，2011 年，上海银晨还在金融市场上重拳出击，

在自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人脸识别、行为及场景识别技术

的基础上，针对金融系统的具体需求，推出了人像识别

比对查询系统、人脸识别动态采集及比对系统、ATM 智

能监控报警系统等系列产品。

抢滩门禁控制领域

2011 年安博会上，汉王推出了行业定制产品——

人脸识别门禁机 F7金融版。这是专门针对金融门禁市

场的一款完全脱机人脸识别高安全门禁产品。F7支持

单独人脸识别、刷卡+人脸识别两种验证方式，方便用户

灵活选择。

在巨大的市场发展形势面前，2011 年也是拥有人脸

识别技术核心算法的企业卯足劲迎接该项技术大规模

应用的一年，除了政府大规模应用市场呈现蓄势待发的

情况外，将人脸识别产品嵌入到门禁控制系统中的新一

代门禁控制产品正随着前些年的铺垫而日趋成熟。

据了解，安防产业中的门禁系统已成为多数智能化

项目中最常见的安防子系统之一，在政府、企业、工厂、

石化、汽车、造船、金融、医院、部队等领域得到了大量应

用，同时，市场需求呈现快速增长的发展局面。相关数

据显示，我国的安防门禁系统产品及配套设备市场的产

业链近年来实现了年 20%至 25%的增长速度。

为了谋求门禁系统的智能化发展和赶上门禁市场

飞速发展的列车，国内拥有人脸识别技术核心算法的企

业也在整装待发，谋求爆破式发展。同时，“人脸”进入

“门禁”这一形势也引发了众多门禁企业的热情，众多门

禁企业正以引入“人脸”为门禁市场开辟蓝海。

深圳市科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下称科葩）参加了

2011 年第十三届中国国际公共安全博览会，科葩总裁高

汉平感受到了与以往参加的安博会的几点差别：第一，

来询问人脸识别产品的国际展商特别多，询问之后主动

洽谈买技术买产品等事宜，这与以往历届有很大的不

同；第二，国内展商主动找他们购买人脸识别产品，并主

动要求代理科葩的人脸识别产品；第三，展会上有很多

新厂商加入到人脸识别队伍中。

“充分说明这块市场已经被烘托起来了，这项技术

已被炒热。”高汉平说道。

据了解，科葩早在 2003 年就开始从事人脸识别技术

研 究 工 作 。 去 年 ，科 葩 完 成 了 生 物 识 别 产 品 的

X-Face3.0 版平台的建设，并隆重推出了新一代的嵌入

式人脸识别门禁考勤产品。

在此方面，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汉王科技）

在 2008 年就专门针对需要脱机使用的企事业单位门禁

和考勤治理，推出了“汉王人脸通”、全球首款嵌入式“双

目破体”人脸识别机等系列产品，不但打破了国外技术

垄断，还正式拉开了国内人脸识别范围产业化的序幕。

目前，汉王科技已经在门禁控制系统中培育出了上千万

的“生物用户群体”，市场占有率也达到 70%。

同时，作为全球著名的生物识别产品提供商，中控

科技在 2011 年度也首次将生物识别技术用于门禁控制

器中。通过自身含有的内存空间和算法，该门禁控制器

不需要连接服务器就可以直接使用。

值得注意的是，在门禁控制领域，人脸识别产品必

须要在保证储存大量图像元素的前提下，进行图像元素

采集和存储，而不是转成数据存储，同时，还要求图像采

集和图像比对速度快。也就是说，目前“人脸门禁”还集

成不了太多的人脸，特别是嵌入式的，一旦人脸数量超

过了芯片的处理能力，“人脸门禁”就可能随时崩溃。

“现在各家企业的单款人脸识别产品其芯片可处理的

三维图像存储量均以 5万张人脸作为目标，而就目前而言，

国内还达不到这一水平，主要受芯片制约。”华鑫表示。

值得一提的是，汉王科技目前正在福建省施工的一

个“人脸门禁”项目，可实现 2 万张人脸的存储容量，这

在国内的人脸识别技术上也是首屈一指的。

混合性生物识别产品发展渐明朗

在采访中，记者还了解到，为了实现高精度、高密

度、高安全性，多种生物识别技术的融合在 2011 年度逐

渐创造了良性发展局面，并逐渐成为生物识别技术未来

发展的一大趋势。

2008 年，中控科技在业内首次推出人脸加指纹双重

运算识别的混合性生物识别产品时，曾遭致质疑，并被

误认为他们推出混合生物识别产品是因为单一的生物

识别技术不行。

“这实际是一种误解，混合生物识别大部分情况下

是当识别系统中的一项生物识别系统发生故障时，另

一项生物识别系统就可以作为候补。比如：人脸识别

的算法很庞大，芯片在运转过程中速度及稳定性常常

会出现问题，而一旦机器的应变条件跟不上，则会导致

误判率提高或死机现象，此时，指纹或其它生物识别就

可以跟上。同时，单一指纹识别可能出现误判、人脸识

别也可能出现造假等问题，为了更加安全起见，人脸加

指纹的双重识别可以增强使用的可靠性、安全性。”华

鑫表示。

上海银晨目前推出了两款混合性的生物识别产品，一

款是警用身份认证终端，另一款是一体化人体生物信息采

集平台，两款产品均集成了人脸识别和指纹识别技术。

虽然混合性生物识别产品已被生物识别企业确定

为未来发展趋势，但是每多融合一项技术，就会增加很

多不确定性因素，比如产品自身的成本、多重识别的性

能稳定性等等。因此，这类产品目前还需要根据市场需

求生产。

“从技术角度来讲，集成两项或多项生物识别技术

并不是十分困难的事情，但作为产品考量，我们首先要

考虑市场需求，其次要考虑多种生物特征识别的结合是

否能够真正实现优势互补。”陈军说。

“混合生物识别技术最大的问题是多重识别的性能

不一样，目前仅仅适合应用在金融、监狱等安全性能要

求较高、资金投入大的领域。”汉王科技人脸识别事业部

总经理石践表示。

此外，高汉平分析说：“由于国内现在掌握多项生物

识别技术的综合性企业很少，很多厂家通过外购技术来

完成混合性识别产品生产，所以，目前市场上多项生物

识别技术融合只停留在初级阶段，仅处于双项或多项识

别技术的简单叠加基础上，还没有达到深层次的融合。

但就生物识别技术的特性而言，深层次整合的发展还有

很长一段路要走。”

但可以预见，通过对多种生物识别技术的融合，不

但可以改变单一生物识别技术使用局限性，还势必将扩

大生物识别技术的应用范围，同时也会直接促进这种技

术的成熟和进步。

相关链接：

人脸识别企业的未来发展战略

“2011 年，从我们接触的项目来看，明年生物识别可

能会跟 IT 软件行业接轨，包括并存生物识别的云计算，

这些都是我们整个行业未来发展的方向，就是说把生物

识别技术和 IT 技术、软件技术综合，让现有的生物识别

厂商由制造型企业转向服务型企业，提供服务、提供系

统集成、提供方案解决。”华鑫分析。

汉王科技则在 2012 年着重于中远距离人脸识别视

频监控产品的研发，并主要针对人流密度大的地铁、机

场以及口岸等地的监控。

科葩将人脸识别系统推广至终端用户作为未来的

发展方向，在 IT 领域逐渐实现以人脸作为用户个人身

份的识别标，以力争在互联网科技更加日新月异的当

下，实现用户隐私双重加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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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人脸识别市场有点儿火 未来几年持续爆发

焦点关注

■ 本报记者 张邢 刘文艳 郭晓金

展会讯息 2012年3月全国重要安防展预览表

上海银晨世博现场E面通应用

增幅高达80% 潜力巨大的政府市场正在启动

开展时间

5 日-7 日

5 日-8 日

8 日-10 日

13 日-15 日

13 日-15 日

15 日-17 日

19 日-21 日

16 日-18 日

21 日-23 日

23 日-25 日

28 日-29 日

28 日-30 日

28 日-30 日

29 日-31 日

29 日-31 日

展会名称

中国(武汉)公共安全产品、反恐技术设备和警用装备展览会

第 19 届中国北京国际建筑装饰及材料博览会

2012 第十一届河北社会公共安全产品博览会

第八届太原社会公共安全防范产品展览会

2012（春季）全国劳动防护用品展览会

2012 年第 11 届南京社会公共安全防范产品展览会（同期举办 2012 南京智能建筑产品展览会）

2012 第九届中国国际防爆电气技术设备展览会（同期五个展会）

2012 中国（南京）国际智能交通安全产品与设备大会

2012 年第十届中国（郑州）社会公共安全产品博览会

2012 年中国（重庆）国际社会公共安全产品与技术设备展览会

2012 第 3 届亚洲国际智能卡展

2012 第十一届国际公共安全防范产品（济南）展览会

2012 第二届中国国际智能电网建设技术与设备展览会暨高峰论坛

2012 第六届杭州国际社会公共安全产业博览会

2012 第十二届浙江国际智能楼宇技术与安防产品展览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