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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常委会分组审议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

任意无序采集人脸等个人信息需严管

个人信息收集太

野任性冶尧 对违法者惩
处力度不够尧 疫情期

间收集的个人信息何

去 何 从 噎噎 4 月 27

日 袁 十三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

议分组审议个人信息

保护法草案二审稿 袁
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

人员就公众关注的问

题展开讨论遥

野我们在大数据
面前就像脱光了衣服

一样袁 任何人都没有

个人隐私可言遥 冶野加
强个人信息保护非常

迫切袁对窃取尧售卖个

人 信 息 必 须 严 厉 打

击遥 冶野人脸识别使用
的地方越来越多了 袁
一定程度上威胁了个

人信息的安全遥 冶野随
着疫情逐渐好转 袁个

人信息保护工作的重

点应从收集尧 使用转

移到存储和销毁遥 冶

4 月 27 日袁 十三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二十八次会议分组审

议个人信息保护法草

案二审稿 袁 全国人大

常委会组成人员就公

众关心的人脸识别 尧
涉疫情个人信息保护

以及侵犯个人信息违

法犯罪的惩处等问题

展开讨论遥

生活中袁人脸识别技术被滥用的情况比
较普遍要要要有的地方袁 业主进入小区要刷
脸尧进入电梯要刷脸曰除了看得见的野索脸冶
行为袁据媒体报道袁还有一些商家存在安装
带有人脸识别功能的摄像头尧偷偷抓取人脸
数据尧生成人脸 ID 的野偷脸冶行为遥

野目前人脸识别使用的地方越来越多
了袁 一定程度上威胁了个人信息的安全袁个
人的行踪信息都可以被揭露出来遥 冶杨震委
员建议袁由专门机构承担人脸识别应用的审
批和监管职能尧界定设备及数据主管的职责
等遥

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副
主任谭惠珠提出袁草案第 27 条规定野在公共
场所安装图像采集尧 个人身份识别设备袁应

当为维护公共安全所必须袁遵守国家有关规
定袁并设置显著的提示标识冶袁这一条规定的
野公共场所冶没有定义遥建议在本条中加一款
作为第 2 款规定野本条规定中的公共场所是
指向不特定公众开放袁供其使用的区域冶遥

野我认为这个定义需要进一步明确袁公
共场所应该是指整体上供不特定公众使用
的地方袁比如图书馆尧博物馆尧医院尧商场尧公
共交通设施等袁而不应该包括私人场所的附
带区域袁例如居民小区的公共区域遥 冶谭惠珠
举例说袁 居民小区等本质上属于私人场所袁
不能以维护公共安全为由强制使用个人身
份识别的设备遥

曹建明副委员长说院野一些地方尧 企业
和单位滥用人工智能尧 大数据特别是人脸

识别等新技术袁无序尧任意采集使用乃至泄
露敏感个人信息的问题愈演愈烈袁 有必要
从法律上对敏感个人信息处理的源头加强
规制袁强化保护袁并提出比个人信息保护更
严格的要求遥 冶为此袁他建议规定院野除法律尧
行政法规规定和维护国家安全尧 公共利益
外袁敏感个人信息的采集与使用袁应当报履
行个人信息保护职责的部门备案审查 曰极
度敏感个人信息的采集与使用袁 应当取得
相关行政许可冶遥

吕薇委员认为袁个人身份特征信息只能
用于维护公共安全或履行法定义务的目的袁
因此建议草案第 27 条修改为院 在公共场所
安装图像采集个人身份识别设备袁应当为维
护公共安全或履行法定义务所必须遥

“采脸”不该太“任性”
关注 1

近年来袁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力度不断加
大袁但在现实生活中袁依然存在一些企业尧机
构和个人袁过度收集尧违法获取尧非法买卖个
人信息袁利用非法获取的个人信息侵害人民
群众合法权益的现象遥

李学勇委员说 , 从草案目前法律责任条
款看袁行政保护占大多数袁但行政处罚力度
不大袁处罚裁量空间比较大袁不足以形成应
有威慑遥 民法典第 1034 条明确将个人信息
作为民事利益予以保护遥 在充分发挥行政保
护作用的同时袁应进一步加大民事保护和刑

事保护力度遥
野传统的损害赔偿制度袁 已很难起到有

效遏制侵害个人信息行为的作用遥 冶曹建明
副委员长提出袁司法实践中袁由于侵害个人
信息造成的损害一般难以量化袁而且单个受
害人能够证明所受损害程度与加害人因侵
权行为可能获得的利益相比袁往往很不成比
例遥 因此袁建议在草案中增设严重侵害个人
信息权益的惩罚性赔偿制度袁以加大对侵害
个人信息权益行为的惩罚袁并对侵害个人信
息权益的行为人形成震慑遥

郑功成委员说袁公众对这部法律的关注
度很高袁 但这部法律的法律责任规定中缺
具体目标指向袁因而有必要强化法律责任遥
他认为袁 应当在法律责任中列明网信企业
违法该怎么样袁个人违法该怎么样袁这样更
有针对性尧约束力袁这部法律执行起来也容
易操作遥 此外应当加大处罚力度遥 野现在法
条中对违法行为还算是比较严重行为的处
罚袁 也只在 5000 元以下袁 这种处罚力度太
小袁实质上没有处罚的意义袁应当大幅加大
惩罚力度遥 冶

“有必要强化法律责任”

关注 2

此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个人
信息保护法草案二审稿第 4 条第 2 款规定院
个人信息的处理包括个人信息的收集 尧存
储尧使用尧加工尧传输尧提供尧公开等遥

对这一内容袁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委员
王辉忠建议在野公开冶后面增加野销毁冶两字遥
他说袁野目前几乎没有文件明确提出疫情结
束后的数据处理方式遥 随着疫情逐渐好转袁
个人信息保护工作的重点也应从收集尧使用
转移到存储和销毁遥 冶

李巍委员也提出袁 个人信息处理的销
毁尧删除是保护个人信息制度中的重要组成
部分遥 野比如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过程当中袁
人脸识别也好尧个人信息也好袁几乎每个人
都被采集利用袁都有所感受袁这些信息储存
多长时间钥什么时候销毁钥都应该有所交待遥
疫情消除之后袁如果不加妥善保管袁个人信
息就会产生不安全的隐患和风险遥 冶

李飞跃委员表示袁个人信息保护已成为
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之一袁 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十分必要且迫
切遥 一方面袁我国还没有系统全面地对个人
信息保护相关问题进行专门立法遥 在现行法
律基础上袁针对个人信息整个生命周期制定
出台专门法律袁可以提供更强有力的法律保
障袁维护网络空间良好生态遥另一方面袁通过
立法袁 可以在保护个人信息权益的基础上袁
促进信息数据依法合理有效利用袁推动数字
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遥

渊张伟杰冤

疫情期收集的信息如何保护

关注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