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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个人信息的收集、处理，愈加方便、容易，大量涉及个人隐私的信息，可以轻
易地随时通过网络获取。
对个人信息的侵害愈加频繁，愈加呈现多样性，从而引发新的个人隐私的安全危机。
由于我国没有专门的保护个人信息的法规及行业间自律的规范，受几千年传统文化的影响，公民在经
济、社会活动中普遍缺乏个人信息保护意识，在现实生活中，个人信息滥用现象普遍存在，作者也深
受其害。
作者购买的商品房交楼前，各个装修公司、各类装修信息的短信、电话狂轰滥炸，不胜其扰。
作者与某装修公司业务人员曾有过如下交谈：问：“你们的个人信息从哪里获得？
”答：“这是商业机密，各个装修公司都有不同的渠道。
”问：“这是侵犯个人隐私权，是违法行为。
”答：“我们也知道，但是⋯⋯”售楼处销售人员也无可奈何，“个人信息泄露的渠道很多，售楼处
、银行、公积金⋯⋯，我个人肯定没有泄露”。
“3·15”晚会曾曝光过的垃圾短信也频繁光顾，包括与专业无关的其他行业的业务信息，甚至有枪支
销售信息、“证件”制作信息等。
相信每个人都有类似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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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现实世界中，个人信息随处可见，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个人信息是个人隐私的一部分，应征得个人信息的主体同意，才可在限定的目的范围内使用。
由于我国没有保护个人信息的法律，公民和社会普遍缺乏个人信息保护意识，个人信息一度被不合理
地公开甚至滥用。
    同时，随着国际交流的增加和国际业务的增多，个人信息保护已成为国际业务交流中一项重要的制
衡条件。
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网络技术的不断进步，个人信息的不当使用、滥用造成的隐患日益严重。
    本书探讨了个人信息保护的基本概念和保护机制，实施个人信息保护的管理机制，实施个人信息保
护的评价机制，介绍了个人信息保护标准的制定，以及如何实施个人信息保护等。
    本书适用于实施个人信息保护的专业人员、管理人员，以及评价人员、评价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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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信息是人类生产活动、社会活动中的基本载体，承载以文字、符号、声音、图形、图像等形式，通过
各种渠道传播的信号、消息、情报、资料、文档等内容。
信息普遍存在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的思维之中。
信息与我们人类的历史一样久远。
人类自诞生以来就在利用信息，从结绳记事、文字发明到今天计算机的大规模应用，均包含着信息的
产生、传递、识别、显示、提取、控制、存储、处理、利用。
早在殷商时期，根据殷墟出土的甲骨文记载，殷商盘庚年代（公元前1400年左右），国境四方戍卒向
天子报告军情的记述，有“来鼓”二字。
经考证，“来鼓”即以鼓报警，是我国古代与烽燧并行的传递报警信息机制。
两千七百年前的周幽王时代，已经有了利用烽火台通信的方法。
有所谓“烽火戏诸侯”的故事，“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万方。
不笑。
幽王举烽火。
诸侯悉至，至而无寇。
褒姒乃大笑。
幽王悦，为数举烽火。
其后不信，诸侯益不至⋯⋯待西夷犬戎攻幽王。
幽王举烽火徽兵。
兵莫至。
遂杀幽王骊山下，虏褒姒”。
可以窥见利用烽火台传递信息的概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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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个人信息保护概论》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个人信息随着社会发展和市场经济的建立，凸显人格利益的商业价值和经济利益。
构成人格利益的人格要素的商品化、利益多元化，更凸显了在现代社会、经济活动中，个人信息的无
形的物质性财产权益。
因此，保护个人信息应成为每个公民的自觉意识，尊重和保护公民的人格权益，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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