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08.19 星期四0022 CHINA REFORMCHINA REFORM DAILYDAILY

要闻 Important NewsImportant News
本版编辑：田新元 Email：crdzbs@163.com 热线：(010)56805028

要闻速递

1版《

□ 白 阳 颜之宏 刘 硕

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8月

17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

第三次审议。与此前的草案二

审稿相比，草案三审稿进一步

回应社会关切，对应用程序过

度收集个人信息等问题作出更

具针对性的规定，对不满14周

岁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作出特

别保护等。

限制过度收集用户
个人信息

注册会员却被要求填写生

日、籍贯、学历等与服务无关

的个人信息……近年来，过度

收集用户信息问题频频引发

质疑。

草案三审稿规定，处理个

人信息应当具有明确、合理的

目的，并应当与处理目的直接

相关，采取对个人权益影响最

小的方式。收集个人信息，应

当限于实现处理目的的最小

范围。

针对个人信息泄露的隐

患，草案三审稿增加规定，任何

组织、个人不得非法收集、使

用、加工、传输他人个人信息，

不得非法买卖、提供或者公开

他人个人信息。

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

院网安中心测评实验室副主任

何延哲表示，从技术角度看，非

法收集个人信息容易被识别，

非法使用个人信息可能更难被

察觉。

“百姓日常生活与网络平

台紧密相连，向平台提供个人

信息的情况日益普遍。这些

个人信息如果被过度收集，

或者存储、使用不善，将会侵

害用户权益。因此，下一步的

立法重点应围绕加强对个人

信息使用的监管作出完善。”

何延哲说。

不得向用户强制推送
个性化广告

搜索过一个商品，接着就会

收到很多类似广告的推送……

近年来，一些平台利用大数据

进行用户画像推送个性化广

告，困扰公众日常生活。

草案三审稿明确，个人信

息处理者通过自动化决策方

式向个人进行信息推送、商业

营销，应当同时提供不针对其

个人特征的选项，或者向个人

提供拒绝的方式。通过自动

化决策方式作出对个人权益

有重大影响的决定，个人有权

要求予以说明，并有权拒绝仅

通过自动化决策的方式作出

决定。

“自动化决策应当遵守个

人信息处理的一般规则，包括

应遵循合法、正当、必要、诚信

原则，目的明确和最小化处理

原则以及公开透明原则等。”全

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

臧铁伟表示，用户画像、算法推

荐等自动化决策，应当在充分

告知个人信息处理相关事项的

前提下取得个人同意，不得以

个人不同意为由拒绝提供产品

或者服务。

草案三审稿还规定，履行

个人信息保护职责的部门应当

组织对应用程序等个人信息保

护情况进行测评、公布测评结

果，对违法处理个人信息的应

用程序，责令暂停或者终止提

供服务。

将未成年人个人信息
列为敏感个人信息

网络暴力、网络欺诈……

随着互联网的不断普及，侵害

青少年个人信息合法权益的问

题屡有发生。草案三审稿将不

满14周岁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

作为敏感个人信息，并要求个

人信息处理者对此制定专门的

个人信息处理规则。

中国信息安全研究院副院

长左晓栋说，14周岁以下的未

成年人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

力，将这部分群体的个人信息

单列为敏感个人信息进行更高

等级的保护完全必要。

此外，一些平台的主要用

户就是低龄未成年人，有的平

台设置了令人眼花缭乱的消费

陷阱，让涉世未深的青少年频

频“中招”。

左晓栋认为，草案三审稿

要求个人信息处理者对不满14

周岁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制定

专门的处理规则，其本质是限

制某些平台利用未成年人非法

牟利，要求相关平台切实履行

相应社会责任。“现在有的平台

已经禁止未成年用户充值或

‘打赏’，这就是专门针对未成

年人制定个人信息处理规则的

一种体现。”

明确逝者个人信息
保护规则

一个人去世后，其他人有

权利处置其生前使用的网络账

号吗？近年来，关于这类问题

的纠纷逐渐增多。

草案三审稿明确，自然人

死亡的，其近亲属为了自身的

合法、正当利益，可以对死者的

个人信息行使本章规定的查

阅、复制、更正、删除等权利；死

者生前另有安排的除外。

世辉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王新锐认为，该条款首先意味

着近亲属行使死者个人信息的

权利不是随意的，同样要遵守

合法、正当的原则；其次，条款

体现了对死者生前意愿的尊

重，鼓励自然人生前认真安排

自己的个人信息。

“修改后的条款一方面支

持近亲属维权；另一方面也防

止该权利被滥用，尤其是因家

庭内部出现矛盾而导致违背

死者生前意愿的情况发生。”

王新锐说。

健全投诉、举报机制

当前，个人信息保护面临

维权渠道窄、成本高、处罚侵权

力度不够等问题，制约着用户

的维权意愿。草案三审稿进

一步压实各方责任，加强有关

部门查处案件的协调配合。

草案三审稿明确，国家

网信部门统筹协调有关部门

完善个人信息保护投诉、举

报工作机制；履行个人信息

保护职责的部门发现违法处

理个人信息涉嫌犯罪的，应当

及时移送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对有关责任人员可以决定禁

止其在一定期限内担任相关

企业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和个人信息保护负责人

等职务。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劳东燕

认为，草案三审稿要求收到投

诉、举报的部门及时将处理结

果告知投诉、举报人，这将让相

关机制能够良性运转；同时，明

确在涉个人信息的违法行为中

追究有关责任人员的法律责

任，将相关人员的职业生涯与

个人信息保护工作“绑定”，这

将让相关人员在处理个人信息

时更加谨慎。

□ 王立彬

减税降费、鼓励创新、金融

扶持……政策措施落地实施，

带动我国海洋经济全面复苏。

特别是海洋能源开发利用快速

发展，成为实现“双碳”目标的

“蓝色途径”。

海风可凭
海上风电增速领跑全球

自然资源部最新数据显

示，上半年我国海上风电新增

并网容量215万千瓦，同比增长

102%。江苏、广东、浙江加大

政策支持力度，山东、海南、广

西积极谋划海上风电开发。

我国成为全球第二大海上

风电市场。全球风能理事会最

新数据显示，中国海上风电新

增容量连续三年领跑全球。截

至今年6月底，全国海上风电

累计装机规模超过1110万千

瓦，海上风电总容量超过德

国，仅次于英国。国际能源署

预测，2040年中国海上风电装

机容量与欧盟相当，减排能力

将进一步提升。

海上风能发电，用的是风，

靠的是科技。海上风电机组研

发向大兆瓦方向发展，产业链

条进一步延伸。国内首台自主

知识产权8MW海上风电机组

安装成功，10MW海上风电叶

片进入量产阶段。海上风电场

向智能化方向发展，国内首个

智慧化海上风力发电场在江苏

实现了并网运行。

据国家海洋技术中心副主

任彭伟介绍，在漂浮式风电方

面，我国也取得突破性进展：明

阳集团、三峡集团联合研制的

全国首台漂浮式海上风电机组

“三峡引领号”7月在阳江成功

安装，单机容量5.5兆瓦，最高

可抗17级台风，计划年底投产。

中能融合公司自主研发的

V型6兆瓦漂浮式风电机组，即

将在青岛蓝谷小管岛海域安装

运行，为浮式海上风电机组走

向深远海提供经验。

潮流堪用
潮流能总装规模全球第二

目前我国潮流能总装机规

模已达3820千瓦，居全球第二

位，仅次于英国。年内我国首

台兆瓦级潮流能机组将投运，

从而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掌握

规模化潮流能开发利用技术的

国家，在连续运行时间等方面

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据彭伟介绍，在财政部、自

然资源部和浙江省政府支持

下，杭州林东新能源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自主研发出LHD潮流

能装置首期机组在舟山并网发

电，连续运行超过50个月，累计

提供超过221万千瓦时清洁电

力，实现二氧化碳减排约2000

吨，目前总装机规模达 1.7 兆

瓦，连续运行时间和发电量均

居世界前列。该项目可实现连

续扩容，目前正在开展单机兆

瓦级机组组装，已完成总成平

台布放。

在波浪方面，我国波浪能

应用领域不断拓展，在深水养

殖、远海供电等方面实现成功

应用，创造多项全球首次。我

国500千瓦波浪能装置“舟山

号”“长山号”先后开展海试。

气动式波浪能供电装置已在海

洋观测和航标灯领域商业化。

为推动海洋养殖向深远

海、绿色、智能化转型升级，中

科院广州能源所研制的半潜式

波浪能养殖旅游平台“澎湖号”

通过法国船级社认证，可提供

1.5 万立方米养殖水体，具备

120千瓦清洁能源供电能力，搭

载自动投饵、鱼群监控、水质监

测等现代化渔业设备。

据中科院广州能源所研究

员盛松伟介绍，“澎湖号”作为

全球首台半潜式波浪能养殖一

体化平台，已在渔业基地开展

超过24个月的养殖示范并在

多个省份推广应用。该平台作

为海洋能与海水养殖结合的

“绿色发展”成功案例，获得多

地企业订单，带动社会投资上

亿元。

绿色转型
海洋油气开发量价齐升

上半年，我国海洋原油、天

然气产量分别同比增长6.9%和

6.3%，6月末布伦特原油期货价

格比上年末上涨45.0%，海洋传

统行业全链条加快绿色转型。

上半年首个海上“绿色油

田”在渤海建成投产，引入了创

新型环保设备实现减排增效。

与此同时，23000标准箱LNG

和传统燃油双燃料动力超大型

集装箱船实现批量交付，助力

海洋交通领域降低碳排放。福

建全面推广使用新型环保养殖

设施，“振渔1号”“福鲍1号”等

深远海智能化养殖平台相继投

入使用。

作为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

限公司研发项目，国产自主天

然气水合物钻探和测井技术装

备海试任务近日完成。中海油

研究总院负责人米立军表示，

本次海试低成本、高效率获得

了高质量测井数据，验证了国

产自主深水技术装备的可靠

性，创下我国依靠自主力量进

行海洋水合物钻进作业深度和

水深两项纪录。

据国家海洋信息中心何广顺

介绍，目前企业主体活力稳步

恢复，上半年全国重点监测海

洋行业新登记企业8843户，同

比增长15.9%，比一季度提高

0.9 个百分点；海洋领域融资

大幅跃升，上半年海洋领域

IPO 企业 24 家，比 2020 年同

期增加 19家，比 2019 年同期

增加 18 家；融资规模是 2020

年同期的12.6倍，2019年同期

的4.4倍。

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三审稿回应社会关切

开发海洋能源助力“双碳”目标实现
上半年我国海上风电新增并网容量215万千瓦，同比增长102%

要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

裕，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引领，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

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

化需求。要加强促进共同富

裕舆论引导，为促进共同富裕

提供良好舆论环境。要促进

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和公

共服务体系建设，改善农村人

居环境。

会议指出，党的十九大把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作为三大

攻坚战之一，几年来，在党中

央坚强领导下，国务院金融委

按照“稳定大局、统筹协调、分

类施策、精准拆弹”的基本方

针推进工作，防范化解重大金

融风险攻坚战取得重要阶段

性成果，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

金融风险的底线，有力维护了

国家经济金融稳定和人民财

产安全。

会议强调，确保经济金融

大局稳定，意义十分重大。要

坚持底线思维，增强系统观

念，遵循市场化法治化原则，

统筹做好重大金融风险防范

化解工作。要夯实金融稳定

的基础，处理好稳增长和防风

险的关系，巩固经济恢复向好

势头，以经济高质量发展化解

系统性金融风险，防止在处置

其他领域风险过程中引发次

生金融风险。要落实地方党

政同责，压实各方责任，畅通

机制、明确职责、分工配合、形

成合力。要落实全面从严治

党要求，提升金融系统干部队

伍监管能力，提高监管数字化

智能化水平，一体推进惩治金

融腐败和防控金融风险，加快

重点领域改革，做好金融市场

舆情引导。要加强金融法治

和基础设施建设，深化信用体

系建设，发挥信用在金融风险

识别、监测、管理、处置等环节

的基础作用。

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出席

会议，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

门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稻田画引客来
近日，辽宁省沈阳市沈

北新区锡伯龙地创意农业

产业园的稻田画进入观赏

期，多种色彩的水稻组成

稻田画，吸引众多游人前

来观光体验。图为稻田画

《花木兰》。

新华社记者 杨 青 摄

本报讯 记者何玲 实习

记者孟佳惠报道 日前，国务院

正式公布《关键信息基础设施

安全保护条例》（以下《条例》），

明确建立健全网络安全保护制

度和责任制，实行“一把手负责

制”，加快提升关键信息基础设

施安全保护能力。《条例》自

2021年9月1日起施行。

《条例》对关键信息基础设

施认定、运营者责任义务、保障

和促进以及法律责任作出相应

规定。《条例》介绍，关键信息基

础设施是指公共通信和信息服

务、能源、交通、水利、金融、公

共服务、电子政务、国防科技工

业等重要行业和领域，以及其

他一旦遭到破坏、丧失功能或

者数据泄露，可能严重危害国

家安全、国计民生、公共利益的

重要网络设施、信息系统等。

关于运营者的责任义务，

《条例》规定，关键信息基础设

施运营者应依照本条例和有关

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以及国

家标准的强制性要求，在网络

安全等级保护的基础上，采取

技术保护措施和其他必要措

施，应对网络安全事件，防范网

络攻击和违法犯罪活动，保障

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稳定运

行，维护数据的完整性、保密性

和可用性。

此外，《条例》还设专章细

化了有关义务要求，主要包

括：一是建立健全网络安全保

护制度和责任制，实行“一把

手负责制”；二是设置专门安

全管理机构，履行安全保护职

责；三是对关键信息基础设施

每年进行网络安全检测和风

险评估，及时整改问题并按要

求向保护工作部门报送情况；

四是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发生

重大网络安全事件或者发现

重大网络安全威胁时，按规定

向保护工作部门、公安机关报

告；五是优先采购安全可信的

网络产品和服务，并与提供者

签订安全保密协议。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院长

余晓晖表示，《条例》标志着我

国网络安全保护进入了以关键

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为重点

的新阶段。作为网络安全法的

重要配套立法，《条例》积极应

对国内外网络安全保护的主要

问题和发展趋势，为下一步加

强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

工作提供了重要法治保障。

《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条例》发布
明确建立健全网络安全保护制度和责任制

本报讯 公安部新闻发

布会披露，自6月1日在天津、

成都、苏州三地启动试点驾驶

证电子化以来，已有195万余

名群众申领了电子驾驶证。

今年下半年将扩大试点，2022

年全面推行。

电子驾驶证具有统一性、

实时性、安全性3个特点，为驾

驶人提供申领、出示、使用的便

利。公安部新闻发言人李国忠

表示，驾驶人可登录“交管

12123”App个人账号领取，电

子驾驶证式样全国统一，与纸

质驾驶证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据悉，电子驾驶证通过全

国公安交管电子证照系统生

成，动态显示驾驶证状态，可

适用于执法管理、公共服务等

多个场景，方便实时查询、实

时出示、实时核验。电子驾驶

证采用数字签名防伪技术，真

实唯一、安全可靠。

“驾驶人可出示电子驾驶

证办理车驾管、处理交通违法、

处理交通事故等交管业务，无

需再提交纸质驾驶证。”李国忠

表示，保险理赔、租赁车辆、职

业招聘时，驾驶人也可出示电

子驾驶证，相关单位在线核验

驾驶资质，更加便利群众驾车

出行，更好服务企业行业发展。

李国忠表示，下一步，公安

部将在前期试点基础上，完善

信息系统，健全配套制度，加大

电子驾驶证推广力度，今年下

半年再选择部分地方扩大试

点，2022年全面推行，让更多

群众、企业享受到便利实惠。

（任沁沁 熊 丰）

2022年我国将全面推行电子驾驶证
已有195万余名群众申领了电子驾驶证

对应用程序过度收集个人信息等问题作出更具针对性规定，
对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作出特别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