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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 黑 榜

——信息来源：湖南省守合同重信用企业协会

信之苑 Credit PalaceCredit Palace

10月13日，个人信息保
护法草案在全国人大常
委会会议上首次亮相，
从确立“告知——同意”
为核心的个人信息处理
一系列规则、严格限制
处理敏感个人信息、明
确国家机关对个人信息
的保护义务等方面，全
面加强个人信息的法律
保护。

2019年度湖南省

守合同重信用企业名单（4）

（未完待续）

□ 白阳 任沁沁

用户的网络记录被平台擅

自收集用于商业推销、公民在

相关机构登记的个人信息被泄

露外传……近年来，随着大数

据技术在各领域的广泛应用，

公民个人隐私的边界也频频遭

遇挑战。

10月13日，个人信息保护

法草案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

上首次亮相，从确立“告知——

同意”为核心的个人信息处理一

系列规则、严格限制处理敏感个

人信息、明确国家机关对个人信

息的保护义务等方面，全面加强

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

看点一：法律适用
范围更明确

草案对本法中的个人信息

作出界定。个人信息是以电子

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与已识别

或者可识别的自然人有关的各

种信息，不包括匿名化处理后

的信息。个人信息的处理包括

个人信息的收集、存储、使用、

加工、传输、提供、公开等活动。

相比之下，今年5月通过的

民法典规定，个人信息是以电子

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

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

自然人的各种信息，包括自然人

的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证件号

码、生物识别信息、住址、电话号

码、电子邮箱、健康信息、行踪信

息等。

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民法

典研究中心主任孟强表示，该草

案没有具体列举个人信息范围，

避免了立法重复；在规定个人信

息的概念时，既强调了个人信息

的权利保护，也强调了对个人信

息权的规范行使和运用。

陕西省律师协会常务理事

王浩公认为，以往立法中以能

否“识别自然人个人身份”作为

对个人信息判断标准，草案将

其扩展到了“自然人有关的各

种信息”，扩大了个人信息的保

护范围。同时，草案对个人信

息的界定不包括匿名化处理后

的信息，使立法保护的对象范

围更明确。

看点二：收集用户
大数据要先取得用户同意

在网上搜索了一个商品，接

着就会收到无数同类商品的广

告推送；购买了网站VIP会员，

平台却突然变更规则，购买

“VVIP会员”才能享受全部会员

权利……对此类侵犯用户权益

的现象，网友“吐槽”声不绝。

草案明确，处理个人信息应

当在事先充分告知的前提下取

得个人同意，并且个人有权撤回

同意；重要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

重新取得个人同意；不得以个人

不同意为由拒绝提供产品或者

服务。

一些平台利用用户大数据

推送个性化广告，草案对此强

调，通过自动化决策方式进行商

业营销、信息推送，应当同时提

供不针对其个人特征的选项。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孙宪忠

表示，信息的核心环节就是告

知，草案确立“告知——同意”为

核心的个人信息处理规则十分

必要，这也是个人信息保护立法

中的核心制度点。

“草案要求事先告知应当

以显著方式、清晰易懂的语言

来进行，这就要求个人信息处

理者对自然人所做的告知必须

诚实清楚，不能有意隐瞒欺

骗。此外，草案强调重要事项

发生变更的应当重新取得个人

同意，这意味着取得自然人的

同意一般不能以‘霸王条款’的

方式一次性取得概括性授权同

意。”孟强说。

孟强认为，“告知——同意”

规则还可以规定得更为详细，如

区分自然人是否具有完全民事

行为能力而采取不同的要求；对

自然人权利的规定也可以进一

步细化，如在撤回权之外，规定

查询、更正、删除等权利。

看点三：处理敏感
信息限制更严格 国家
机关保护义务更明确

近年来，公众人物航班行踪

等信息的买卖形成黑色产业链，

严重侵犯个人隐私；公民在有关

机构登记的个人信息频遭泄露，

甚至被用于电信诈骗等违法犯

罪活动。

为此，草案设专节对处理敏

感个人信息作出严格限制。根

据草案，敏感个人信息包括种

族、民族、宗教信仰、个人生物特

征、医疗健康、金融账户、个人行

踪等。个人信息处理者只有在

具有特定的目的和充分的必要

性的情形下，方可处理敏感个人

信息，并且应当取得个人的单独

同意或者书面同意。

国家机关为履行法定职责

处理个人信息，应当依照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的权限、程序进

行，不得超出履行法定职责所

必需的范围和限度。国家机关

不得公开或者向他人提供其处

理的个人信息，法律、行政法规

另有规定或者取得个人同意的

除外。

草案还将应对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或者紧急情况下保护

自然人的生命健康，作为处理

个人信息的合法情形之一，并

强调，在上述情形下处理个人

信息，也必须履行个人信息保

护义务。

王浩公认为，区分一般个人

信息与敏感信息有三个维度：泄

露该信息是否会导致重大伤害、

泄露该信息给信息主体带来伤

害的几率是否较大、社会大多数

人对该类信息的敏感度如何。

“总体而言，草案对敏感个人信

息的界定较为清晰准确，有助于

更好地区分并作出有效保护。”

他说。

孙宪忠表示，当前一些管

理部门过度收集信息的现象

较为普遍，而管理不当也给了

不法分子可乘之机。今后立法

要继续在信息收集环节上下功

夫，切实强化信息管理措施，针

对民众反映强烈的问题、事故

多发的情况制定更多针对性

措施。

“个人信息的处理和运用涉

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果还

按照传统的职能部门划分进行

治理，难以有效防治个人信息权

被侵害的问题。”孟强建议，在立

法进一步完善的基础上，还要综

合统筹协调各相关部门的执法

行动、强化中央和地方的沟通配

合，实现个人信息保护的有效综

合保障。

□ 于 平

10月1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

法工委发言人臧铁伟在记者会

上介绍，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将

提请常委会会议审议，将进一步

明确个人信息处理活动应遵循

的原则，完善个人信息处理规

则，保障个人在个人信息处理活

动中的各项权利，强化个人信息

处理者的义务，明确个人信息保

护的监管职责，并设置严格的法

律责任。

对于个人信息保护法，公众

期待已久，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

正式进入审议，意味着这部法律

正离我们越来越近。公民个人

信息保护的薄弱，是许多人心中

的隐痛。随着互联网产业的崛

起，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不断发

展，个人信息“裸奔”早已不是危

言耸听。诸如“徐玉玉被电信诈

骗致死案”等案件，屡屡引发全

社会对于个人信息泄露问题的

关注和讨论。近几年，虽然一些

个人信息保护的措施不断出台，

但总体而言，“信息裸奔”的状况

并未得到根本改变，个人信息保

护的立法也因此成为社会的共

识，继而纳入公共议程。

众所周知，我国目前对公民

个人信息的保护并未制定一部

专门的法律，涉及个人信息保

护的法律制度，只是散见于不

同类别的部门法规和制度中，

包括宪法（第四十条）、民法总

则（第一百一十一条）、刑法修

正案（九）（第二百五十三条）、

侵权责任法（第二条和第三十

六条），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

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

定》《网络安全等级保护条例》

等。这种碎片化的立法，使得

法律对于个人信息的内涵和外

延缺乏统一的认定标准，不少

规定之间存在相互冲突，给司

法实践带来许多困扰。

个人信息保护有“民事、行

政、刑事”三个环节，但现实中，

这三个环节往往不能有效衔接，

比如许多公众遇到个人信息泄

露后，往往举报投诉无门。有些

个人信息的泄露和窃取，虽然得

到立案处理，但往往只是行政处

罚了事，而逃脱了应当承担的刑

事责任。比如，近几年虽不断有

App被曝光违法搜集个人信息，

但大多只得到较轻的行政处

罚。除此之外，除了刑事责任具

有较为明确的责任承担标准和

规则外，民事和行政责任的立法

均不完善。一些关乎被侵权人

切身利益的问题，如精神损害赔

偿标准、多人侵权及相应的责任

界定等问题，相关的立法均缺乏

明晰的规定。

此外，在个人信息的保护模

式上，现有法律更侧重于间接保

护和事后保护，关于个人信息的

直接保护和事前控制的规定较

少。这就导致个人信息保护和

管理义务，大多只能靠管理方的

自觉。这一点，在今年以来不断

曝出的银行泄露个人信息事件

中，得到了应验。比如，今年

5 月，演员池子的账户“流水”遭

中信银行泄露事件中，银行就无

视储户隐私，导致个人信息事实

上的“敞口”。

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立法，有

望弥补以上空白和缺漏。通过

专门立法的方式，能有力保证

法律规范的系统性，终结碎片

化的状态，实现个人信息认定

标准、个人信息管理、处罚标准

的统一。而且，这样的法律，也

将能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更为

全面的解决方案，进一步明确

个人信息的边界与信息保护主

体的责任义务，通过设置严格

的法律责任，提高违法者的违

法成本。这些都有助于遏制和

震慑侵犯个人信息的各类违法

行为，织就一张严密的信息安

全保护之网。

个人信息保护，说到底靠的

是法治。在当下这个互联网时

代，信息的生产和流动呈爆发性

增长的态势，给个人信息保护带

来愈来愈严峻的挑战，唯有让现

实世界中的监管和法律跟上虚

拟世界的步伐，才能让个人信息

安全成为任何人都不敢轻易触

碰的高压线，从而告别“信息裸

奔”的尴尬状态。

弥补法律空白 挥别“信息裸奔”

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如何捍卫信息安全

长沙安行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长沙湘计开拓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旺景园林有限公司

湖南明讯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怡人园林绿化有限公司

湖南业鑫智慧基础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润蓬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蓝天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志成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长沙麓谷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凯金建材有限公司

长沙银星清洁服务有限公司

长沙市长房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柏嘉兄弟园林建设有限公司

长沙理工大印刷厂

湖南明和光电设备有限公司

湖南华诚生物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长沙广大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湖南顺飞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湖南敏求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正茂日升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湖南远诚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湖南书山有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湖南省风景服饰有限公司

湖南立宏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华美信息系统有限公司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长沙华润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中新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恒立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腾达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路达交通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创辉达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星能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长沙恒宇数码产品有限公司

湖南七彩文旅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新宇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新希望南山液态乳业有限公司

长沙威尔保新材料有限公司

湖南省勘测设计院

湖南中巨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宏禹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长沙宏泽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众心缘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利湘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凯捷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环保桥（湖南）生态环境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美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长沙聚正鑫业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瑞弘景观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钜峰交通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昌衡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湖南和协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湖南葆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华星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湖南安智教育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交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省汇杰勘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百舸水利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长教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省现代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麓谷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长沙市盛唐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威铭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通隆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中湘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兴迈通信建设有限公司

长沙中玛民航设备有限公司

湖南保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长沙酷锐百货贸易有限公司

利亚德（湖南）光环境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优冠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睿宸智能化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青果软件有限公司

长沙高新区市政园林环卫有限公司

绿之韵生物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长沙弘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省高禹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友谊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湖南君士德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佳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长沙润发餐饮文化管理有限公司

通号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020年中国国际信息
通信展览会在京开幕

10月 14日，2020年中国

国际信息通信展览会在北京

国家会议中心开幕，主题为

“网融万物，智向未来”。本

届展会是在疫情防控常态化

形势下，我国举办的首个国

家级信息通信领域专业展

会。新基建、5G﹢行业应用、

工业互联网、数字中国、新型

智慧城市等领域的相关技术

和应用亮相展会。图为中国

电信展区工作人员介绍翼支

付“先觉数据科学平台”。

张兴龙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