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于儿童个人信息保护袁中国政法大学传播
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有着更多期待遥

野在互联网时代袁叶儿童个人信息网络保护规
定曳的制定非常有必要袁有利于进一步保护儿童
权益遥目前袁个人信息保护法正在制定袁建议将儿
童个人信息保护作为专章袁作出更加细致和更有
可操作性的规定遥 冶朱巍说遥

在北京市致诚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尧北京青少
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研究员张雪梅看来袁对于
儿童个人信息的保护袁无论是单独立法还是在个
人信息保护法中设立专章袁最关键的是要明确儿
童利益最大化原则袁 要确保作出的规定更加细
化尧有实施性和可操作性遥 将伴随互联网成长的
野00后冶野10后冶称为野互联网原住民冶袁并不为过遥

今年 3月 26日共青团中央维护青少年权益
部尧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共同发布的叶2018年
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研究报告曳(以下
简称叶报告曳)显示袁我国未成年网民规模为 1.69
亿袁未成年人的互联网普及率达 93.7%遥

然而袁这些野互联网原住民冶的野居住环境冶仍
有需要改善的地方遥

叶报告曳指出袁网络暴力尧网络违法和不良信
息仍然存在袁未成年人网络保护需要加强遥 15.6%
的未成年人表示曾遭遇网络暴力袁 最常见的是在
网上被讽刺或谩骂尧 自己或亲友在网上被恶意骚
扰尧个人信息在网上被公开遥
对于叶报告曳的结论袁孙宏艳同样深有感触遥孙

宏艳曾经带领团队作过儿童上网方面的调研袁她
发现很多未成年人尤其是儿童在上网时最担心网

络安全问题袁 他们担心自己在上网时个人信息会
泄露袁担心会因此遭遇骚扰尧谩骂等网络暴力遥

野事实上袁大多数儿童都不会保护自己的个人
信息遥 我们在调研中了解到袁把名字尧年龄等信息
告诉陌生人的儿童还是有一定比例的遥而且袁他们
在认知和行为上存在脱节的情况遥 即使有的孩子
知道信息泄露是不安全的袁但在做到别的题目时袁
其不经意间选择的答案袁 却已经泄露了个人信
息遥 冶孙宏艳说遥

让人更加忧虑的是袁即使这些儿童提升了主
动防范意识袁也未必能防止信息泄露遥 毕竟袁连成
人都无法解决个人信息泄露的问题遥

但正因为如此袁 更加凸显了儿童个人信息保
护的紧迫性和重要性遥
孙宏艳指出袁 儿童个人信息保护是儿童权益

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袁 信息泄露可能是侵害儿童
权益的开始袁 这些泄露的信息会成为侵害儿童权
益的突破口遥

野同时袁儿童个人信息保护还是一个更深层
次的保护袁 就是对儿童心理健康和价值观的保
护遥 儿童个人信息泄露后袁不仅会危害到他们的
心理健康袁还会给他们造成一种耶信息泄露无碍爷
的错觉袁不利于他们养成正确的价值观遥冶孙宏艳
说遥

多数儿童不会保护个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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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保护网络时代的“小小原住民”
专家建议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时设专章保护

近日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经济法室副主
任杨合庆向媒体介绍袁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已
将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列入了立法规划袁常委会
法制工作机构正同有关方面在深入总结现行法
律实施经验的基础上袁对个人信息保护立法的有
关问题进行研究论证袁抓紧立法相关工作遥

朱巍认为袁无论是叶通用数据保护条例曳的实
施袁还是意见稿的制定袁从中都可以看出袁加大对
儿童信息的保护力度袁在全球范围内都是一个大
的趋势遥 因此袁应当抓住个人信息保护法正在制
定这个契机袁加大儿童个人信息的保护力度遥

朱巍认为袁对于儿童个人信息的保护袁除了
要强调网络运营者的责任袁还要明确监护人的作
用遥

叶通用数据保护条例曳专门作出规定袁只有在
儿童年满 16周岁时袁 基于同意的数据处理才是
合法的遥 如果儿童未满该年龄袁则只有在有监护
权的父母同意(或授权)的情况下袁数据处理才是
合法的遥

意见稿规定袁网络运营者收集尧使用儿童个
人信息的袁应当以显著尧清晰的方式告知儿童监
护人袁并应当征得儿童监护人的明示同意遥 明示
同意应当具体尧清楚尧明确袁基于自愿遥

野立法时必须要明确儿童个人信息的授权主
体袁除了儿童以外袁必须要有监护人遥儿童属于限
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袁他们在个人信息保护方面的
意识是不足的遥 因此袁网络运营者在收集儿童信
息时袁必须征得监护人的同意袁而不能交由儿童

来授权遥 冶朱巍说遥
专家认为袁 立法还要明确一个重点内容:处

理儿童个人信息时应当遵守的规则遥
野对儿童个人信息的采集和使用袁必须要遵

守依法利用等规则袁不能用作商业等法定之外的
用途遥因为袁儿童抵制诱惑的能力是很低的袁广告
等诱导性的信息很可能会侵害他们的权益遥 因
此袁 必须在立法时明确儿童个人信息的处理规
则袁提升这方面的可操作性遥 冶朱巍说遥

张雪梅指出袁立法时应当规定袁即使取得监
护人明示同意袁但基于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和一
般社会认知袁不宜收集尧存储尧使用尧转移尧披露儿
童个人信息袁互联网运营者也不能收集尧存储尧使
用尧转移尧披露遥 渊蒲晓磊冤

专家认为袁在互联网时代袁企业掌握的个
人信息最多袁有义务也有能力承担起保护个人
信息的重任遥

野在互联网时代袁无论是论坛尧微博等社
区袁还是微信尧支付宝尧抖音等 App袁或者是淘

宝尧京东等网购平台袁都掌握了大量的个人信
息遥 而且袁其中一些企业的产品使用频次还很
高遥可以说袁保护企业所掌握的个人信息袁是个
人信息保护工作的重中之重遥 冶朱巍说遥

朱巍介绍说袁2018 年 5 月 25 日袁 欧盟的

叶通用数据保护条例曳正式生效袁旨在限制互联
网及大数据企业对个人信息和敏感数据的处
理袁从而保护数据主体权利遥可以看出袁意见稿
也是采用了这样的立法思路遥

在意见稿中袁绝大多数的条款袁都强调了
网络运营者所要承担的责任遥

意见稿要求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通过
网络从事收集尧存储尧使用尧转移尧披露儿童个
人信息等活动袁适用本规定遥

意见稿还提出袁网络运营者收集尧存储尧使
用尧转移尧披露儿童个人信息的袁应当遵循正当
必要尧知情同意尧目的明确尧安全保障尧依法利
用的原则遥

对于这样的立法思路袁张雪梅认为非常有
必要遥

意见稿拟规定袁网络运营者应当设置专门
的儿童个人信息保护规则和用户协议袁并设立
个人信息保护专员或者指定专人负责儿童个
人信息保护遥 适用于儿童的用户协议应当简
洁尧易懂遥

野除此之外袁网络运营者还应当建立专门
的档案袁制定儿童信息的管理制度袁明确保密
职责袁落实保密责任袁严格信息档案管理和信
息处理遥 冶张雪梅说遥

网络运营者应建立儿童信息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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