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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个人信息被擅自披露过吗 
 

——个人信息保护现状调查与分析 
 

 吕艳滨  柳庆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  吕艳滨） 
 

  个人信息保护问题近年受到了理论界和有关部门的关注，但关于我国目前个人信息保护的现

状尚缺乏基础数据和资料，为了全面了解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的现状及其所面临的问题，配合立法

工作，我们开展了个人信息保护调研，调研结果反映了我国个人信息滥用状况及公众个人信息保

护意识方面的一系列问题。 
  调查发现，当前个人信息保护的状况堪忧 
  调查显示，当前个人信息保护的状况堪忧，滥用问题十分严重。例如，很多接受调查的公众

收到过陌生的推销电话，且对方能够准确地说出自己的姓名等信息；有一部分接受调查的公众遇

到过有关机构随意放置自己的信息的情况；少数接受调查的公众或者其家人的姓名、住址、电话、

照片等曾被擅自公开在网络、媒体或者其他载体上，甚至遇到过个人信息被冒用的情况（见图一）。 
  接受调查的公众普遍认为，有关机构在处理个人信息时，存在很多问题，例如：不明确告知

收集个人信息的用途；收集或者保存的很多信息与所要办理的业务无关；个人无权选择是否提供

信息；超出收集信息时的目的使用个人信息；擅自将个人信息泄露给其他机构或个人；个人信息

保管机制不健全，存在信息被泄露、篡改的可能。以上情况也同样发生在政府机关。比如，有些

政府机关在为实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而设计的“依申请公开申请表”中，除了个人姓名、联系方

式、所申请信息的描述等外，还要求申请人提供身份证号码、住所、工作机构等信息，但后者与

办理政府信息公开并不相关。由于个人信息滥用严重，很多接受调查的公众倾向于拒绝提供部分

或者全部信息，主要是因为：担心有关机构滥用自己的个人信息。 
  调查显示，公众对个人信息的重要性虽有一定认识，但个人信息保护的意识并不高 
  从调查的结果来看，公众对个人信息保护有一定的认识，但对个人信息的重要性及个人信息

保护制度的相关细节却普遍缺乏深入的了解，公众个人信息保护的意识并不高。调查显示，在日

常办理各类业务时，公众很少关注个人信息保护的相关问题，现实中每次都仔细了解有关机构处

理个人信息相关规定的人仅占所有有效回答的 9.7%，绝大多数人不注意或者不理解有关规定。 
  对于个人信息遭受滥用的危害，很多公众都有切身感受。接受调查的公众普遍认为，个人信

息的滥用正在威胁着自己的生活安宁、生命财产安全，使自己感到压力或者心情不快。其中，绝

大多数公众反映，个人的生活安宁正在遭受个人信息滥用的侵扰，这恐怕与当前日趋严重的垃圾

短信、铺天盖地的电话推销有直接关系。但是，调查还显示，公众对个人信息的重要性还缺乏充

分认识，比如，接受调查的公众中，有 85.7%的人会因为有关机构可能提供给自己的回报不具有
吸引力而拒绝提供信息，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相对于个人信息对自己的重要性而言，利益因素

有时会影响其选择。从调查的数据看，多数人并不会拒绝提供自己的身份证号码，愿意提供该信

息的人数比例最少的也高达 72.4%。 
  调查认为，法制不健全、救济和监督机制不完善已经成为个人信息遭受滥用不能得到有效遏

制的主因 
  调查显示，我国个人信息保护面临很多的问题，不仅滥用严重，而且，公众个人信息保护意

识不高，这主要应归因于中国个人信息保护立法的严重滞后所导致的法制不健全，以及救济途径

的严重不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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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目前还没有制订专门的《个人信息保护法》，涉及个人信息保护的规范散见于法律法规、

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以及行业规范之中。从全面实施个人信息保护的需求来看，现行规定还普

遍存在一些问题，最主要的就是个人信息保护没有专门性规定。个人信息处理活动应当遵循什么

原则、信息主体在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中享有哪些权利、对滥用个人信息的信息处理者如何予以制

裁、由什么机构负责执法等，现有的分散规定都无法解决这些问题。特别是，个人信息主体的权

利并没有得到全面明确的确认，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公众个人信息保护意识不高。 
  另外，缺乏有效的执法和救济机制。面对日益严重的个人信息滥用状况，仅有 4%左右的接
受调查的公众进行过投诉或者提起过诉讼，其中，仅有 8.1%的人通过投诉或者诉讼获得了救济或
者达到了目的，其他的或者因为处理个人信息的机构推诿、搪塞而不了了之，或者因为预料到无

法通过投诉或者诉讼获得救济而中途放弃。接受调查的公众反映，一些因素导致他们在进行投诉、

诉讼时遇到困难或使他们不愿意投诉、提起诉讼，比如：无法确定哪些机构应承担责任，无法确

定向什么机构投诉或者以谁为对象提起诉讼，无法获得有力的证据，投诉或者诉讼成本过高等。

因此，随着信息化社会中大量个人信息被收集利用，必须尽快确立我国的个人信息保护制度及相

应监管制度。 
  相关链接 
  调查目的及样本情况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课题组针对中国个人信息保护的现状以及公众对个人信息保护

的意识问题进行了为期一年多的调研。调研在北京、成都、青岛、西安 4城市进行。除了文献分
析外，调研组采取了访谈、座谈及问卷调查等多种调研方式。在问卷调查中，调研组共分发了问

卷 1240份，回收了 938份有效问卷。（柳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