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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网
络安全协调局负责人称，《网络
安全法》作出这样的规定，目的
是为了维护国家网络安全，保
护人民群众利益。

落实法律要求，要把握以
下几点：这是对关键信息基础

设施运营者提出的要求，而不
是 对 所 有 网 络 运 营 者 的 要
求。不是所有的数据，只限于
个人信息和重要数据，这里的
重要数据是对国家而言，而不
是针对企业和个人。对于确
需出境的数据，法律作了制度

上的安排，经过安全评估认为
不会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
利益的，可以出境。经个人信
息主体同意的，个人信息可以
出境。

特别要说明的是，拨打国
际电话、发送国际电子邮件、通

过互联网跨境购物以及其他个
人主动行为，视为已经个人信
息主体同意。

《网络安全法》关于数据境
内留存和出境评估的规定，不
是要阻止数据跨境流动，更不
是要限制国际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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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违法成本，制定严厉的处罚
措施，加大法律法规的威慑力

增强公民保护个人信
息的安全防范意识

提高保护个人
信息的技术

明确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责任主体，包
括承担保密责任的主体和承担查处责
任的主体

推行“问责制”，做到责任到人

建立举报服务平台，完善倒查机制

提高信息记录“门槛”，设置“分级查看”的权限，尽
量减少可能触及个人信息的部门和人员

《网络安全法》昨起正式施行

八成网友力挺严惩倒卖信息
《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

昨天起正式施行，这是我国网络领域
的基础性法律。其中专门规定，任何
个人和组织不得窃取或者以其他非
法方式获取个人信息，不得非法出售
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法
律还明确打击网络诈骗，惩治攻击破
坏我国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境外组
织和个人。

日前，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网
络安全协调局负责人接受记者采访
时表示，这在网络安全历史上具有里
程碑意义，不仅从法律上保障了广大
人民群众在网络空间的利益，有效维
护了国家网络空间主权和安全，而且
还有利于信息技术的应用，有利于发
挥互联网的巨大潜力。

《法制晚报》对3132条网友评论
统计发现，超过八成网友认为“被非
法买卖的个人信息”危害最大。对
此，79.1%受调查网友认为，保护个人
信息，最重要的是“增加违法成本”，
制定严厉的处罚措施。

个人信息泄露往往给公民的人
身和财产安全带来威胁。中国互联
网协会最新数据显示，2015 年下半
年至2016年上半年的一年间，我国
网民因个人信息泄露、诈骗信息等遭
受的经济损失高达915亿元。

日前公布的《2016 年网站泄露
个人信息形势分析报告》中指出，
2016年补天平台共收录了可以导致
个人信息泄露的网站漏洞359个，总
计可能泄露个人信息60.5亿条，其中
近六成网站漏洞可能泄露用户的实
名信息，四分之一的网站漏洞可能泄
露用户的账号密码。

针对公民个人信息保护领域，昨
天起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
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
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指出，除了姓名、身份证号、通信
联系方式、住址、账号密码、财产状况
以外，行踪轨迹等也纳入“公民个人
信息”范畴。

对于刑法相关规定中“情节严
重”的认定标准，司法解释明确规定
了入罪10种情形，包括非法获取、出
售或者提供行踪轨迹信息、通信内
容、征信信息、财产信息 50 条以上
的；非法获取、出售或提供住宿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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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 条以上的；非法获
取、出售或提供前两项规定以外的公
民个人信息5000条以上的；违法所
得5000元以上等。

中国坚持积极利用、科学
发展、依法管理、确保安全的方
针，在推进互联网发展，加强互
联网管理过程中，充分保障人
权和言论自由，充分尊重广大

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
达权和监督权。同时，也强调
任何人、任何机构都应该对自
己在网上的言行负责，个人的
自由不应以损害他人的自由和

社会公共利益为代价，任何人
和机构都有义务自觉维护网络
秩序，自觉维护网络安全。

这条规定针对的是用户公
开发布的信息，而不是个人通

信信息，不会损害个人隐私。
另外，规定要求停止传输的是
违法信息，不存在妨碍言论自
由问题。

（据《法制晚报》《北京晚报》）

网民个人信息泄露
一年损失高达915亿元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网
络安全协调局负责人表示，《中
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要求，法
律明确要求有关国家机关对专

门事项作出配套的具体规定的，
有关国家机关应当自法律施行
之日起一年内作出规定。目前
有关部门正在按照《网络安全

法》的要求，抓紧制定相关配套
规定，其中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
护办法有望近期公开征求意见，
个人信息和重要数据出境安全

评估办法正在根据各方面意见
修改完善。建议相关企业、机构
等抓紧做好法律实施的准备工
作，自觉用法律规范网络行为。

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是《网络安全法》新设立的一项重要制度，6
月1日后这一制度如何实施？

《网络安全法》规定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营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
内收集产生的个人信息和重要数据应当在境内存储。这种规定是否限
制数据跨境流动，影响国际贸易？

焦点问题

“ ”

“ ”

根据《网络安全法》，网络运营者应当加强对其用户发布的信息的
管理，发现法律、行政法规禁止发布或者传输的信息的，应当立即停止
传输该信息。这是否会侵害个人隐私，妨碍网上言论自由？ ”“

《网络安全法》提出要推广安全
可信的网络产品和服务，国家网信办
相关负责人介绍说，“安全可信”是指
保障用户对数据可控，产品或服务提
供者不应该利用提供产品或服务的
便利条件非法获取用户重要数据，损
害用户对自己数据的控制权；保障
用户对系统可控，产品或服务提供
者不应通过网络非法控制和操纵用
户设备，损害用户对自己所拥有、使
用设备和系统的控制权；保障用户
的选择权，产品和服务提供者不应
利用用户对其产品和服务的依赖
性，限制用户选择使用其他产品和
服务，或停止提供合理的安全技术支
持，迫使用户更新换代，损害用户的
网络安全和利益。

安全可信没有国别和地区差异，
国内外企业和产品都应该符合安全
可信的要求。

网络产品和服务
都应安全可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