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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信业务管理办法日前征求意见袁拟对新业态缺乏明确征信业务规则尧信息主体权益保护不到位等问题进行规制要要要

征信新规将至 个人信用信息如何更安全

随着我国社会信用

体系不断完善袁信用信息

的应用也更加广泛遥 与此

同时袁部分打着大数据公

司尧金融科技公司等旗号

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过

度采集个人信息袁并用于

非法营利的现象时有发

生遥 此外袁随着征信新业

态不断涌现袁征信边界不

清袁信息主体权益保护措

施不到位等问题不断出

现遥 日前袁央行发布叶征信

业务管理办法渊征求意见

稿冤曳袁对信用信息和征信

业务袁 信用信息采集尧加

工等进行了规定遥 这一正

在制定中的野办法冶被认

为是征信业的重磅规制遥

央行日前发布叶征信

业务管理办法渊征求意见

稿冤曳渊以下简称叶办法曳冤遥

这是继 2013年 叶征信业

管理条例曳和叶征信机构

管理办法曳实施后袁征信

行业有望迎来的又一重

磅新规遥

在 1月 25日中国人

民银行举行的新闻发布

会上袁人民银行征信管理

局副局长田地表示袁个人

征信业务需要持牌经营袁

并纳入征信监管遥 打着大

数据公司尧金融科技公司

等旗号袁未经人民银行批

准擅自从事个人征信业

务的行为袁 均属于违法行

为遥

荫

野未来袁信用可能比钱还重要遥 冶朱巍表
示袁在信用社会袁个人征信和人们的生活密
切相关袁作用也越来越重要袁而没有规则的
征信只能对信用社会产生损害遥

朱巍认为袁此次叶办法曳一方面保障了被
征信人知情尧查询尧更改尧删除等权利袁是民
法典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延伸曰另一方面划
清了征信机构开展征信业务的底线袁特别是

提到了社会监督袁是以建设信用社会利益最
大化为核心袁促进征信行业健康发展遥

颜苏则指出袁如何在信息利用和个人隐
私之间找到一个恰当的平衡点袁也是值得关
注的问题遥

此外袁颜苏还提出袁对个人进行信用评
价应用的场景尧程度尧目的等都还应做更加
细化的明确和规定遥当前一些地方实施的失

信惩戒机制受到争议袁诸如将手机欠费信息
接入个人征信系统尧有地方拟用征信约束跳
槽等遥

野应综合考虑便利性和对个人权利的影
响袁以及是否有法律依据袁最终目的是让个
人生活更便利袁社会管理成本降低袁形成国
家尧社会尧个人共赢的局面遥 冶颜苏说遥

渊唐姝 王宇冤

对个人信用评价还需细化规定

除了滥采滥用袁征信数据还面临未经授
权被私自查询的风险隐患遥

中国人民银行绍兴市中心支行官网显
示袁2020 年 1 月 17 日袁有两家银行曾因未经
同意查询企业的信贷信息而被处罚遥 此外袁
类似被私查征信的情况也出现在个体自然
人身上遥 据融 360 维度发布的叶中国大众征
信意识情况调查曳报告显示袁超三成受访者
遭遇过野被查询冶个人征信遥

记者在电商平台尧网页搜索发现袁市面

上提供各种征信服务的机构五花八门袁难辨
真假袁涉及业务种类繁多遥 有的商家称可提
供征信恢复尧修改等服务袁甚至有中介声称
认识银行内部人士袁可通过专业的技术手段
进行征信修复遥

叶办法曳对此明确袁信息主体可以向征信
机构查询自身的信用信息袁 个人信息主体有
权向征信机构要求提供完整的信用报告袁征
信机构不得以删除不良信息或不采集不良信
息为由袁向信息主体收取费用遥 而以野信用信

息服务尧信用服务尧信用评分尧信用评级尧信用
修复冶 等名义对外提供征信功能服务也将纳
入管理范围遥这意味着袁当前市场上部分机构
的野擦边球冶行为将得到更有效的监管遥

有业内人士表示袁征信业属于金融业范
畴袁需要明确持牌经营准则袁同时作为数据
密集型行业袁更需要加强对数据尧对信息安
全的保护遥 未经批准擅自从事个人征信袁不
利于金融消费者的权益保护与个人信息保
护遥

部分机构打个人征信业务野擦边球冶

近年来袁随着我国社会信用体系的不断
完善袁信用信息的应用也更加广泛遥 但部分
机构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过度采集个人信
息袁并用于非法营利的现象时有发生袁有的
不法分子甚至盯上个人征信信息袁 实施诈
骗遥

据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开资料显示袁2018
年 1 月至 10 月期间袁 某科技公司曾通过开
发二手产品租赁平台 野优返租冶APP尧野微粒
信冶平台等袁自动储存注册用户的包括个人
姓名尧身份证号码尧手机号码和芝麻信用分
等个人征信信息袁并通过销售 200 余万条公
民信息获利 800 余万元遥

记者在手机应用商店输入野征信冶袁显示
有十几款可提供专业查询征信报告的 APP遥
有些声称直连央行袁最快两小时拿到征信报
告遥

记者发现袁这些 APP 要求获取用户手机
多项隐私权限袁包括位置尧电话号码尧访问摄
像头袁甚至包括读取短信和通信记录等遥 有
留言评论表示袁野查询的信用报告并没有多
大用处袁就是骗个人信息的冶遥

此外袁随着移动互联网尧互联网金融以
及区块链等技术的快速发展袁征信新的业态
不断涌现袁征信边界不清袁信息主体权益保
护措施不到位等问题不断出现遥

值得关注的是袁此次叶办法曳明确了何为
信用信息袁 并围绕信用信息采集尧 整理尧保
存尧加工尧提供和使用等环节袁提出了信息采
集遵循野最少尧必要冶的原则尧信息采集禁止
行为尧明确告知信息主体并取得同意尧用于
合法目的等要求袁依法保护信息主体合法权
益遥

北京工商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尧国际法系

主任颜苏表示袁明确信用信息范围袁有助于
防止个人信息被过度采集遥

2 月 5 日袁工信部通报 2021 年第二批侵
害用户权益行为的 APP 名单袁26 款语音尧输
入法尧浏览器尧智能穿戴类应用进入名单袁违
规行为涉及违规调用麦克风尧通信录尧相册
等权限等遥 其中袁18 款 APP 存在野违规收集
个人信息冶问题袁占比近 7 成遥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
朱巍认为袁征信涉及的关键问题就是隐私和
个人信息安全的保护遥

野民法典的出台对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
护提出新规袁此次叶办法曳也是参考民法典尧
网络安全法等现行法律法规有关个人信息
保护的内容袁以及与个人信息保护法渊草案冤
的衔接袁加强了对个人信息的保护力度遥 冶朱
巍说遥

有 APP宣称可速查征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