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家： 应完善法律加强监管 个人也要提高保护意识
提起个人信息保护， 人

们都会深有感触： 现如今无
论是买房、 买车、 买保险或
是生病住院生孩子等等， 我
们的个人信息随时都有被泄
露的可能， 是防不胜防。 今
年3·15在中消协举办的 “个
人信息保护与消费维权大家
谈” 活动中， 中消协副会长
兼秘书长常宇指出， 近年来
个人信息泄露事件的频发，
特别是银行卡敏感信息泄露
现象屡次发生， 对网民造成
了金融资产和个人信息安全
等多方面危害， 但消费者在
个人信息保护方面面临着诸
多难处。

揭开———
个人信息侵权“黑锅盖”

“现代生活中但凡和消费有
关的事， 好像都不用担心自己会
忘记， 因为有人会替你记得， 会
随时提醒你！” 说这话时， 消费
者陈小姐有点调侃有点无奈。 今
年2月， 陈小姐的车保险即将到
期， 因为工作忙她自己都忘了，
可是， 从1月份开始就有来自不
同的保险公司和她联系， 电话短
信几乎每天都有， 当然这些人都
是她从来没有联系过的。 不仅如
此， 去年夏天她按揭买了套房子
后不久， 直到现在已经接到无数
装修公司和房产公司的推销电
话。 甚至一次一个陌生的房产中
介人员打通她的电话直接说 ：
“你是×小区×号楼×房的陈×吧？
我手里现在有套两居室价格优惠
……” 陈小姐告诉记者， 接了这
个电话， 让自己感到很恐慌也很
愤怒， 自己的隐私对于外面社会
来说， 已经是一览无余。

陈小姐的经历让许多人感同
身受。 那么， 到底是谁出卖了消
费者的个人信息？ 《2014年度消
费者个人信息网络安全状况报
告》 调查显示： 当前， 犯罪分子
非法获取消费者个人信息的形式
主要有以下几种 ， 无良商家盗
卖、 网站数据窃取、 木马病毒攻
击、 钓鱼网站诈骗、 二手手机泄
密和新型黑客技术窃取等。

的确， 看上去个人信息侵权
无处不在。 中消协发布的 《2014
年度消费者个人信息网络安全报
告》 显示， 消费者个人信息保护
现状满意度低， 约三分之二受访
者2014年个人信息被泄露 。 那
么， 除了来自外界的侵权， 我们
自己需要注意些什么？ 北京市消
协副秘书长屈建辉提醒， 泄密往
往是在不经意间， 比如说在召开
一次重要会议期间， 如果有人随
意丢弃了会议文件， 登陆网上很
快就会有参会人员的所有联络方
式。 因此， 在运用法律保护个人
信息的同时， 每一个消费者也要

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的意识， 从生
活中的每一件事着手。

筑牢———
个人信息保护“防火墙”

“过去的一年你的个人信息
是否曾被泄露或窃取？ 个人信息
被泄露或窃取， 给你造成了哪些
危害？ 你认为该如何保护个人信
息？” 《2014年度消费者个人信
息网络安全报告》 调查显示， 当
个人信息被泄露或窃取后， 8成
受访者受到电话、 短信、 邮件等
形式骚扰， 浪费时间和精力、 学
习或工作受到影响的占比分别为
49.37%、 34.94%； 还有三成多受
访者遭受过经济损失和人身伤
害。 在受访者人群中， 认为 “服
务商未经本人同意， 暗自收集个
人信息” 是消费者个人信息泄露
的最主要途径 ,占比达六成多 。
在个人信息保护意识方面， 很多
人都采取了个人信息保护措施，
但结果也不尽如人意。 其中选择
最多的保护措施有： 安装安全软
件、 定期更新杀毒软件并定期使
用系统或软件更新/打补丁 、 不
随便点击可疑链接、 不轻易登记
身份信息或填写详细资料、 不浏
览不正规网站、 账号设置不同的
复杂密码等等。

同时， 调查数据也显示， 信
息泄露消费者多保持沉默。 一方
面， 消费者了解信息保护有关法
律的现状并不理想， 其中对相关
法律了解较少和不知道。 导致这
种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现在我
国并未有统一的个人信息法律保
护制度， 现有的相关法律规范比
较分散凌乱。 另一方面， 新 《消
法 》 在个人信息保护方面规定
“经营者未经消费者同意或者请
求 ， 或者消费者明确表示拒绝
的， 不得向其发送商业性信息”，

而调查显示， 现实中46.64%的受
访者在明确表示拒绝后， 依然接
收到了此服务商发送的商业信
息 。 当受访者个人信息被侵害
后， 选择 “习以为常， 不会采取
措施， 保持沉默”； 选择 “向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 诉诸法律” 的
受访者占比最少。

本次活动中 ， 与会专家一
致认为， 要解决消费者个人信息
泄露和滥用的 “顽疾”， 最终还
应回归法治轨道， 建立相应的个
人信息保护法规， 实现对个人隐
私权的全面保护。 需要动员各方
力量， 尽快从制度建设、 法律措
施、 企业责任、 消费者自我防范
等多方面筑牢保护的藩篱。 建议
在法律框架下， 应尽快建立个人
信息保护标准规制， 规范行业企
业在消费者个人信息的采集和使
用， 通过有效地技术手段提升消
费者个人信息数据库安全， 从源
头上斩断伸向消费者个人信息的
“黑手”， 对电信行业 、 互联网
企业、 个人信息使用集中的行业
进行重点监管。 另外， 与会专家
还提醒消费者， 在网络环境下，
注意保护身份证号码 、 银行账
户、 账号密码等相关信息， 以防
被不法分子利用， 造成不必要的
损失。

法治———
个人信息安全应成“新常态”

个人信息泄露事件的频发 ，
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盗取个人信息多为商业利益 ”
采访中许多人认为， “个人信息
丢失， 就是一些不法分子盗卖倒
卖和非法搜集的原因， 甚至公然
议价5毛钱一条， 让人不能再忍
受了……” 据中消协调查显示，
有七成受访者认为个人信息受到
侵害的最大利益是商业利益。 其

中选择 “不法分子利益驱动， 盗
取或者售卖个人信息” 的受访者
占比最多； 其余依次是 “相关立
法不完善 ， 惩罚力度没有威慑
力”； “经营者为减少运营成本
或者个人信息管理存在漏洞， 未
能有效保障个人信息”。

为此， 与会专家提出当前个
人信息网络安全环境现状的保护
已经刻不容缓， 并针对市场现状
提出了相应的维权建议， 要多管
齐下 、 社会共治 ， 管理要具体
化， 共同净化网络安全环境， 发
现利益链， 社会共同切断， 从源
头保护个人信息安全， 让消费者
个人信息安全无虞成为 “新常
态”。

360安全专家裴智勇对此直
言不讳， “在消费者个人信息安
全保护方面发现运营商的漏洞出
现的比较严重， 希望今后企业在
被告知有漏洞的， 应尽快修复，
而不是置之不理。”

中国政法大学经济法学教授
吴景明表示 ， 经营者首先要加
强 自 律 ， 一 个 真 正 有 社 会 责
任 的 企 业 ， 会 想 尽 办 法 来 保
护 消 费 者 的 合 法 权 益 的 。 可
是现在消费者个人信息的泄露
甚至是被盗卖， 却是因为一些企
业在用人或制度管理方面的问
题， 所以建议今后企业在选择人
员方面， 不仅要注重业务， 也要
注重道德水平， 而且在企业管理
中要有很好的制度和管理， 对相
关人员要培训教育， 真正做到合
法收集个人信息， 在使用中要严
格保密。 同时， 通过不断完善个
人信息保护立法与执法， 推动标
准规制， 严格行业自律， 督促企
业自觉， 共同创造有效保障个人
信息安全的网络新环境。 当然，
作为消费者个人也要加强自我保
护意识， 比如， 不要随便登陆没
有认证的网站， 不随便登陆免费
的wifi等等。

个人信息屡遭侵害 如何维权？ 准毕业生签订劳动合同
内容明确可成劳动关系
案情

邵某是某技术专科学校学
生， 现年20周岁， 将于今年7月
份毕业 。 去年10月 ， 邵某拿着
学校出具的推荐表到某机械公
司应聘 ， 被该公司录用 ， 双方
签订了劳动合同， 就劳动期限、
劳动内容以及劳动报酬等内容
进行了详细的约定。

合同签订后， 邵某一直接照
公司的作息时间上班 。 一个月
前 ， 邵某在车间作业时受伤 ，
向公司申请工伤时 ， 却遭到公
司的拒绝。

公司的理由是邵某尚未毕
业 ， 系在校学生 ， 不具有建立
劳动关系的主体资格 ， 所以双
方订立的劳动合同无效 ， 双方
之间没有劳动关系。

那么， 邵某作为准毕业生签
订的劳动合同到底有没有效呢？

说法

首先， 劳动部 《关于贯彻执
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
若干问题的意见》 第12条规定虽
然规定 “在校生利用业余时间
勤工助学 ， 不视为就业 ， 未建
立劳动关系 ， 可以不签订劳动
合同”。 但该规定的适用是有前
提的 ， 即以勤工俭学为目的 。
这里的勤工俭学是指在校学生
不以就业为目的 ， 利用学习空
闲时间打工补贴学费、 生活费。

本案中， 邵某与某机械公司
签订劳动合同时就双方的权利
和义务进行了详细约定 ， 且在
合同签订后一直按照公司的作
息时间上班 ， 其目的明显不属
于利用业余时间勤工俭学。

其次， 根据我国现行法律规
定， 已满16周岁的人均具有建立
劳动关系的主体资格 ， 法律并
未将在校学生排除在外 。 取得
毕业证书 、 具有相应的学历并
不是建立劳动关系的必要条件。
另外 ， 邵某和某机械公司劳同
合同是在双方协商一致的基础
上签订的 ， 系双方真实意思的
表示 ， 不存在欺诈 、 隐瞒事实
或胁迫等情况 ， 也不违反相关
法律 、 行政法规规定 ， 所以不
存在无效问题。

最后， 根据国务院 《工伤保
险条例》 第14条规定， 职工在工
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 ， 因工作
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 ， 应认定
为工伤 。 很明显 ， 邵某在车间
作业时受伤属于在工作时间和
工作场所内， 因工作原因受伤，
应认定为工伤。

综上， 邵某和公司的劳动关
系合法、 有效， 应受法律保护。
邵某在车间作业时受伤构成工
伤 ， 如果公司拒绝为邵某办理
工伤认定申请的 ， 邵某可以直
接向公司所在地劳动保障部门
提出工伤认定申请。

陶家平

【法律咨询台】
��《2014年度消费者个人信息网络安全状况报告》 透露： 8成受访者因个人信息泄露被

骚扰， 3成以上受访者蒙受损失， 出卖个人信息已形成产业链条———

□本报记者 博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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