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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建数据安全体系

　　何为数据安全？《条例》中对相关概念都有明确

的阐释：所谓数据安全，是指通过采取必要措施，确

保数据处于有效保护和合法利用的状态，以及具备

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

　　“我们首先完善了数据处理规则，明确开展数据

处理活动的禁止性行为和数据安全保护义务。”黎藜

表示，《条例》要求建立数据安全责任制，明确数据处

理者是数据安全责任主体，同时存在多个数据处理

者的，分别承担各自安全责任。

　　《条例》规定，市、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

加强对数据工作的领导，将数据开发利用、数字经

济等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建立协调机

制统筹推进数据安全、数据要素市场、数据应用和

区域协同等工作，发挥数据促进经济发展、服务改

善民生、完善社会治理的作用。市数据主管部门主

要负责协调、指导、监督全市数据管理工作和数据

安全体系建设，建立数据标准体系并组织实施，推

动全市数据资源建设和管理、建立和培育数据要

素市场。

　　除此之外，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等部门都被

要求依法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数据安全等数据相

关工作。

　　公民个人信息遭受侵犯时该如何维护自身合法

权益？《条例》中明确了公民的正规投诉渠道，要求网

信部门负责统筹协调有关部门建立健全个人信息保

护的投诉、举报制度，公布接受投诉、举报的联系方

式，依法调查、处理。

　　对此，西南政法大学副教授、西南大数据法律研

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刘小红评价道：“《条例》无疑是一

部数据处理者的行动指南，让数据处理者明白哪些

可以为，哪些不能为，以及怎么为。这些规定对于保

障数据安全有着重要意义。”

公共数据统一管理

　　“公共服务数据，是指医疗、教育、供水、供电、供

气、通信、文旅、体育、环境保护、交通运输等公共企

业事业单位（以下称公共服务组织）在提供公共服务

过程中收集、制作的涉及公共利益的数据。”黎藜对

此作出解释。

　　黎藜表示：“重庆市按照国家统一部署，建立健

全公共数据资源体系，推进各类数据依法汇聚融合，

有序共享开放。政务数据、公共服务数据按照《条例》

规定纳入公共数据资源体系。并鼓励自然人、法人和

非法人组织将数据依法汇聚到公共数据资源体系。”

　　公共数据资源庞大且繁杂，因此，重庆市采用并

实行目录管理办法，将公共数据资源目录分为政务

数据目录和公共服务数据目录，其中应当包含数据

的汇聚范围，数据共享和开放的类型、条件等内容。

由数据主管部门统筹推进本市公共数据资源目录建

设，制定统一的目录编制规范，组织编制、发布全市

公共数据资源目录并适时更新。 
　　同时，公共数据按照共享和开放的类型分为无

条件共享、开放，有条件共享、开放，不予共享、开放

三种类型。

　　《条例》明确，公共数据应当以共享为原则，不共

享为例外。政务部门、公共服务组织之间共享公共数

据的，可以通过公共数据共享系统向市数据主管部

门提出共享申请。

　　同时规定，政务部门、公共服务组织申请共享公

共数据的，应当明确应用场景；共享获取的公共数据

应当用于本单位依法履行职责或者提供公共服务的

需要，不得超出使用范围或者用于其他目的，不得以

任何形式提供给第三方。

跨境实现数据共享

　　大数据时代，随着信息技术的普及，数据跨境是

不可避免的洪流，数据流通是否顺畅更是对区域经

济产生深远影响。《条例》的一大亮点就是提出了区

域协同这一发展战略，提倡区域数据共享交换，促进

数据资源有序流动。

　　黎藜介绍，重庆市依托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

台与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共同促进数据共享交换

平台建设，推动数据有效流动和开发利用。还将与其

他省、自治区、直辖市共同促进数字认证体系建设，

推动电子证照等跨区域互认互通。

　　川渝自古不分家，区域数据共享有望为积极推

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添砖加瓦。为此，《条例》

提出，重庆市与四川省共同开展川渝地区数据标准

化体系建设，按照区域数据共享需要，共同建立数据

基础性标准和规范，促进数据资源共享和利用。

　　《条例》还提出，重庆与四川省协同建设全国一

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优化数据中心和存算

资源布局，引导数据中心集约化、规模化、绿色化发

展，推动算力、算法、数据集约化和服务创新，加快融

入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协同创新体系。

　　除了在国内进行数据流通互享，《条例》还考虑

到了国际环境下信息数据的流通问题。如《条例》提

出支持开展数据跨境流动，依托中新（重庆）等国际

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推动国际数据港建设。

　　刘小红表示：“总体来说，相较于北京、上海、

深圳、浙江等地，重庆市数据产业发展稍显薄弱。

但《条例》的实施无疑对推动重庆数据产业发展，

实现重庆数字产业十四五规划的宏伟目标，构建

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提供了强有力的制

度保障。”

网络交易纳入严管

　　网购已然成为当今社会最普遍的购买方式之

一，消费者在享受移动互联网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应

警惕个人信息被迫“移动”，对此，《条例》中明确了各

部门在监管网络交易平台时应恪守的职责。

　　《条例》规定，市、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及其有

关部门应当创新监管理念和方式，对数字经济领域

的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等实行包容审慎

监管，依法加强网络交易监督管理，促进数字经济健

康发展。

　　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应当依法依约履行产品和

服务质量保障、消费者权益保护、数据安全与个人信

息保护、劳动者权益保护、公平竞争等方面的义务，

建立健全平台规则、投诉举报等制度。

　　在规范数据使用行为方面，《条例》明确，市场主

体不得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从事操纵市场、设置排他

性合作条款等活动，强调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

可以通过合法、正当的方式依法收集数据；对合法取

得的数据，可以依法使用、加工；对依法加工形成的

数据产品和服务，可以依法获取收益。

　　数据主管部门、网信部门和有关主管部门在履

行数据安全监管职责中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可以

委托第三方机构按照相关标准对数据处理者开展数

据安全检测评估、认证。

　　另外，违规使用信息数据的行为将受到法律严

惩。《条例》中提到，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违反

与市数据主管部门签订的开放利用协议，未向市数

据主管部门反馈数据使用情况的，或超出约定使用

范围使用公共数据的，市数据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

正；逾期未改正的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一万元以

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漫画/高岳  

□ 本报记者  徐伟伦

□ 本报通讯员 阮小英

　　产妇和宝宝还没出院，就接到各种儿童摄影机

构的电话推销；孩子还不满一岁，家长就遭遇早教、

游泳类商业机构的电话轰炸……

　　网络时代，儿童的个人信息泄露不仅会影响到

一家人的生活安宁、财产权益，同时还可能威胁到孩

子的人身安全。对此，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结合民

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相关法律规定，对儿童个人

信息保护的相关法律问题进行了解读。

　　问：我国法律法规在儿童个人信息保护方面都

有哪些规定？

　　答：我国对儿童个人信息保护十分重视，通过相

关法律规定不断加强保护力度。民法典规定，处理个

人信息的，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原则，不得过度

处理。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敏感个人信息是一旦泄

露或者非法使用，容易导致自然人的人格尊严受到

侵害或者人身、财产安全受到危害的个人信息，包括

生物识别、宗教信仰、特定身份、医疗健康、金融账

户、行踪轨迹等信息，以及不满十四周岁未成年人的

个人信息。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的《儿童个人信息

网络保护规定》对儿童信息的网络保护进行了专门

规定。其中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制作、发布、

传播侵害儿童个人信息安全的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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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指定专人负责儿童个人信息保护；网络运营

者存储儿童个人信息，不得超过实现其收集、使用

目的所必需的期限，且应当采取加密等措施存储

儿童个人信息，确保信息安全。这也意味着，网络

运营者对其运营过程中收集、使用、转移、存储、披

露儿童个人信息的各种行为均需要进行合规性

审查。

　　此外，2021年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新增了

“网络保护”专章，其中规定，信息处理者处理不满十

四周岁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的，应当征得未成年人的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同意，但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

定的除外；未成年人、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要求信息

处理者更正、删除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的，信息处理者

应当及时采取措施予以更正、删除，但法律、行政法

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问：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如何保护儿童个人

信息？

　　答：《儿童个人信息网络保护规定》对如何征

得监护人的同意进行了具体规定，即网络运营者

收集、使用、转移、披露儿童个人信息的，应当以显

著、清晰的方式告知儿童监护人，网络运营者征得

监护人同意时，应当同时提供拒绝选项，并明确告

知收集、存储、使用、转移、披露儿童个人信息的目

的、方式和范围，儿童个人信息存储的地点、期限

和到期后的处理方式，儿童个人信息的安全保障

措施等内容。

　　此外，网络运营者使用儿童个人信息，不得违反

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和双方约定的目的、范围；因

业务需要，确需超出约定的目的、范围使用的，应当

再次征得儿童监护人的同意。

　　问：如果儿童个人信息被非法处理，监护人该如

何维权？

　　答：民法典规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

护，个人信息中的私密信息，同时适用隐私权保护的

有关规定。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任何组织、个人有

权对违法个人信息处理活动向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职

责的部门进行投诉、举报。

　　监护人若发现孩子个人信息被非法处理，可以代

理孩子以侵犯隐私权、个人信息保护纠纷为由提起民

事诉讼，要求侵权方停止侵害、删除信息、消除影响、

赔礼道歉以及要求财产损害或精神损害赔偿等。

　　同时，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个人信息处理

者违反本法规定处理个人信息，侵害众多个人的权

益的，人民检察院、法律规定的消费者组织和由国家

网信部门确定的组织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据此，家长若发现多名儿童的个人信息被非法处

理，也可以向检察机关或其他相关机构提供线索，由

这些机构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此外，根据刑法规定，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他

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构成侵

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情节严重是指“非法获取、出售

或者提供住宿信息、通信记录、健康生理信息、交易

信息等其他可能影响人身、财产安全的公民个人信

息五百条以上的”等10种类型。据此，如果家长发现

孩子信息被非法处理的情形构成情节严重的，可以

直接向公安机关报案。

　　事实上，仅靠法律事后保护并不能完全消除对

儿童个人信息非法收集和处理的现象，全社会应从

多个角度加强对儿童个人信息的保护。在面临侵权

的情况下，公益诉讼机关、儿童监护人也应在权利范

围内正当履行职责，在惩戒违法者的同时，要教育、

引导儿童增强个人信息保护意识和能力。

儿童信息遭泄露，家长维权有法依

你问我答

重庆立法织密个人信息保护网
□ 本报记者 徐鹏

　　为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防治污染

和其他公害，保障公众健康，维护生态安

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打造全国乃至国

际生态文明高地，近日，青海省第十三届

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了《青海

省生态环境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

例》），在这张覆盖72万余平方公里的“生

态法网”上，又打了个结实的“绳结”。《条

例》共计7章70条，已于5月1日起施行。

强化司法保护加强联防联控

　　为实现因地制宜、实事求是，《条例》

对地方生态环境质量标准、地方生态环

境风险管控标准和地方污染物排放标

准，规定可以对国家相应标准中未规定

的项目作出补充规定，也可以作出更加

严格的规定。同时，根据国家主要污染物

排放总量控制指标和全省生态环境质量

状况以及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组织拟订

全省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分解

落实计划，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由市

(州)人民政府组织实施。

　　针对当前跨区域破坏生态环境问题

时有发生的现状，《条例》对环境污染联

防联控进行了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和其他负有生态环境

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根据污染防

治和生态环境保护需要，建立健全长江、

黄河、澜沧江和青海湖流域、柴达木、祁

连山等区域协作机制，推行环境污染联

防联控。

　　在强化生态环境司法保护方面，《条

例》明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

管部门和其他负有生态环境保护监督管

理职责的部门，应当与公安机关、人民检

察院、人民法院加强协调配合，完善案件

移送、证据材料移交接收、案件处理信息

通报等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

　　同时，《条例》鼓励符合法定条件的社会组织依法提起生

态环境公益诉讼。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为生态

环境公益诉讼提供便利条件。

加强区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

　　在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部分，《条例》一方面贯彻上位法

有关规定，一方面依据青海实际作了相应规定。

　　《条例》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采取措施加

强青藏高原生物多样性保护，对珍稀濒危物种和生物多样性

保护优先区域进行重点保护。做好对外来入侵物种的调查、监

测、预警、控制、评估、清除以及生态修复等工作。任何单位和

个人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引进、释放或者丢弃外来物种。

　　青海是三江源头，祁连山是西部地区重要生态安全屏障，

持续加强相关区域的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十分重要。为此，

《条例》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本行政区域长江、黄河、澜

沧江流域和祁连山等区域的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促进资源

合理高效利用，优化产业结构和布局，维护生态安全。

　　《条例》明确，推进绿色矿山建设，严格执行禁止和限制矿

山开发的规定，加强对矿山勘查开发活动的监管，开展矿山生

态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督促探矿权人、采矿权人切实履行矿

山污染防治和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及时恢复被破坏的生态

环境。

　　为推进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在旅游活动中保护生

态环境，《条例》明确规定要引导旅游者、旅游经营者及旅游从

业人员和旅游地居民，增强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倡导健康、文

明、环保的旅游方式。旅游经营者及旅游从业人员在旅游经营

活动中应当向旅游者宣传生态环境保护知识，及时劝阻旅游

活动中旅游者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旅游者在旅游活动中应

当爱护旅游资源，保护生态环境，遵守旅游文明行为规范。省

人民政府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可以设立旅游不文明行为记

录，建立完善旅游者、旅游从业人员不文明旅游行为档案。

实行排污许可加大处罚力度

　　《条例》规定，排放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

营者应当建立健全污染防治管理制度，采取措施防治在生产

建设或者其他活动中产生的废气、废水、废渣、医疗废物、粉

尘、恶臭气体、温室气体、放射性物质以及噪声、振动、光辐射、

电磁辐射等对生态环境的污染和危害。建设项目需要配套建

设的环境保护设施，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

时投产使用。

　　同时规定，实行排污许可管理制度。依照法律规定实行排

污许可管理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按照排

污许可证的要求排放污染物。要建立环境管理台账记录制度，

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的格式、内容和频次，如实记录主要生产

设施、污染防治设施运行情况以及污染物排放浓度、排放量。

环境管理台账记录保存期限不得少于五年。

　　市(州)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依法确定重点排

污单位名录并向社会公布。重点排污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

规定和监测规范安装使用自动监测设备，保证监测设备正常

运行，并保存原始监测记录。

　　对于重污染天气，《条例》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依

法制定应急预案，向上一级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备案，

并向社会公布。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依据重污染天气预警

等级，及时启动应急预案，根据应急需要可以采取责令有关企

业停产或者限产、限制部分机动车行驶、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停止工地土石方作业和建筑物拆除施工、停止露天烧烤、停止

幼儿园和学校组织的户外活动、组织开展人工影响天气作业

等应急措施。

　　《条例》明确，禁止将不符合农用标准和环境保护标准的

固体废物、废水施入农田。施用农药、化肥等农业投入品和进

行农田灌溉时，应当采取有效措施，防止重金属和其他有毒有

害物质污染环境。明确规定，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定点屠宰

企业等的选址、建设和管理应当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从事

畜禽养殖和屠宰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采取措施，对畜禽粪便、尸

体和污水等废弃物进行科学处置，防止污染环境。

　　在法律责任方面，《条例》规定未建立环境管理台账记录

制度，或者未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记录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每次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

下的罚款。随意倾倒、抛撒、堆放或者焚烧生活垃圾的，由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对

单位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人处一百元以

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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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牟芳菲 刘阳鸿

　　司法实践中，对于醉酒驾车后逃避检查的

行为，依据行为方式及严重程度存在不同的评

价方式：一是在未构成其他犯罪的前提下，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

办理醉酒驾驶机动车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意见》中的第二条第四款作为危险驾驶

罪的从重情节进行评价；二是在构成其他犯

罪的情况下，依具体情况以处罚较重的罪名

定罪处罚或以两个罪名数罪并罚。在具体适

用中，面对行为人醉酒驾车后的伴生行为，需

要综合考虑行为人的主观恶性、行为方式、

行为后果等因素，准确地定性和评价，合理

定罪量刑。

　　对于妨害公务罪中“暴力”的界定。“暴

力”应当是一种有形的、激烈的、具备一定强制力

的力量。在妨害公务罪的构成要件中，当行为人

使用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执行

公务时，成立妨害公务罪。但是“暴力、威胁方法”

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在具体适用的过程中往

往以产生一定的侵害后果作为适用的前提，如在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执行公务时，行为人采取撕

咬、踢踹、抓挠、推搡等方式进行攻击并造成轻微

伤以上的后果，即可以妨害公务罪进行定性。而

对于一些行为人主观恶性较小、尚未造成侵害结

果的行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国家机关工

作人员执行公务，也不宜将这种行为定义为妨害

公务罪中的“暴力”。

　　醉酒驾车后逃避检查的评价方式应当与其

行为相适应。根据刑法规定，有危险驾驶行为，同

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

罚。在醉酒驾车后逃避检查的行为已经有相关司

法解释进行评价的情况下，是否升格为妨害公务

罪，需具体看待行为人在实施逃避行为时是否伴

随着辱骂、拉扯等较为激烈的行为，其所实施的

行为应当已经超过了危险驾驶罪的范畴，并且应

当是在妨害公务的主观故意下所实施的一系列

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行为。同

时，通常判断一罪还是数罪的依据在于行为人所

实施的行为是单一行为还是数个行为。如果仅有

基于害怕心理而实施挪动车辆逃跑的行为，其主

观并无驾驶车辆冲撞民警、妨碍民警执法的故

意，而是在恐惧、恐慌心理支配下所产生的逃逸

心理欲逃避检查，其所持的还是危险驾驶的故

意，实施的逃逸行为也并未跨越危险驾驶罪的行

为范畴，仍在危险驾驶罪的评价范围之内，在未

造成实际危害后果的前提下此种逃逸行为应当

视作危险驾驶的一种延续性的行为，用危险驾

驶罪的从重情节足以概括评价。

　　刑罚评价应当具备一定的梯度性。对于醉

酒驾车逃避检查的行为，刑罚的评价应当根

据犯罪情节呈现出一定的梯度性，在评价犯

罪行为的过程中，对于不同的犯罪行为应当

引入量的因素进行综合分析，从而更好地判

断罪与刑是否相适应。通过差异化的评价方

式向社会公众传递出一种公平价值理念，

即行为人所承担的刑事责任是与其所实施

的行为相适应的，不仅对犯罪人的犯罪行

为依法进行惩戒彰显正义，又能充分保障

人权不受侵犯，从而实现社会效果和法

律效果的统一。

　　（作者单位：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

法院）

醉驾后逃避检查行为的定性与分析

□ 本报记者  战海峰

□ 本报通讯员 张志颖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事业的发展，公

众对于个人信息保护的呼声也日渐高

涨。近日，重庆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

三次会议表决通过《重庆市数据条例》

（以下简称《条例》）。《条例》分为总则、数

据处理和安全、数据资源、数据要素市

场、发展应用、区域协同、法律责任等共8

章60条，将于7月1日起正式施行。

　　“《条例》在数据安全法等上位法的

框架下，结合重庆实际，对数据处理规则

和数据安全体系进行了建立健全。”重庆

市人大法制委副主任委员黎藜介绍说，

《条例》的制定，以立法的形式正式明确

了处理涉及个人信息的数据应当遵循合

法、正当、必要原则和其他相关规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