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简介】

程啸， 法学博士、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

授、 博士生导师、 法学院副院长。 入选

2017 年度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青年学

者， 兼任人民法院执行特邀咨询专家、 人民

检察院民事行政诉讼监督案件专家委员会委

员、 中国消费者协会专家委员会专家、 北京

市不动产法研究会副会长、 中国银行间市场

交易商协会第三届法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

员、 北京仲裁委员会／北京国际仲裁中心仲

裁员、 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理事等。 另

兼任北京金融法院、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

院、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广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等法院的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曾挂

职担任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副院长。

主要研究领域为民法、 个人信息保护

法、 不动产法等， 先后参与民法典、 个人信

息保护法等法律法规与司法解释的起草论证

工作。 在 《中国社会科学》 《法学研究》

《中国法学》 等期刊发表论文 100 余篇， 在

《人民日报》 《法治日报》 等报刊发表文章

数十篇； 出版 《侵权责任法》 《担保物权研

究》 《不动产登记法研究》 《保证合同研

究》 等独著著作 11 部； 出版 《民法学》

《中国民法典释评·人格权编》 《人民法院新

担保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 等合著著作 7

部。 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重点项目

等国家和省部级课题 7 项， 横向课题 10 余

项。

【编辑推荐】

全景式多角度详细解读 阐释新

理念新理论新规则

【条文主旨】 精准提炼条旨， 快速定

位内容

【理解与适用】 阐释法条涵义， 指明

适用要点

【疑点与难点】 聚焦前沿问题， 指引

解决思路

【关联规定】 列举相关规定， 拓展适

用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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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以 《个人信息保护法》 的条文为蓝

本， 结合我国 《民法典》 关于个人信息的相

关规定， 逐条、 深入、 细致地阐释法律条文

的涵义及适用要点。

全书从条文要旨、 规范目的、 立法理

由、 疑点与难点及相关争议等不同层面， 全

景式地介绍了 《个人信息保护法》 的新规定

新理念和新精神。

【内容简介】

【前言】

个人信息保护法是以保护个人信息权

益、 规范个人信息处理活动、 促进个人信息

的合理利用为目的的法律， 其规定的主要内

容就是个人信息处理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和

具体规则， 个人在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中的权

利、 个人信息处理者的义务与法律责任以及

监管机关的职责等。 个人信息古已有之， 传

统的民法、 行政法和刑法也都进行了相应的

调整， 如民法中的人格权、 侵权制度保护个

人的姓名权、 肖像权、 名誉权和隐私权等人

格权益。 只是进入现代社会后， 随着网络信

息科技的突飞猛进， 对个人信息的大规模与

自动化处理导致了处理者与个人之间的信

息、 技术能力等方面的不对等， 才产生了专

门规范个人信息处理活动的个人信息保护法

或个人数据保护法。

进入 21 世纪后， 我国经济社会高速发

展， 尤其是在“十三五” 期间， 数字中国的

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不论是信息基础设

施的建设规模还是信息技术的创新能力， 都

在全球居于领先地位。 根据国家互联网信息

办公室发布的 《数字中国发展报告 （2020

年）》 的统计， 2020 年， 我国数字经济核心

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到 78%。 数字产

业化规模持续增长， 软件业务收入从 2016

年的 4.9 万亿元增长至 2020 年的 8.16 万亿

元， 计算机、 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主

营业务收入由 2016 年的 10 万亿元增长至

2019 年的 11 万亿元。 大数据产业规模从

2016 年的 0.34 万亿元增长至 2020 年的 1 万

亿元有余。 我国电子商务交易额由 2015 年

的 21.8 万亿元增长到 2020 年的 37.2 万亿

元。 信息消费蓬勃发展， 2015 年至 2020

年， 我国信息消费规模由 3.4 万亿元增长到

5.8 万亿元。 数字中国的发展与建设离不开

法治的保障， 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 是有效

地保护个人信息权益、 规范个人信息处理活

动、 促进个人信息的合理利用的必然需求，

是维护网络空间良好生态的现实需要， 也是

促进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举措。

2021 年 8 月 20 日， 第十三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中华人民

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 （以下简称 《个人

信息保护法》）， 它是我国部个人信息保护方

面的专门法律。 《个人信息保护法》 的颁行

将极大地加强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制保

障， 从而在个人信息保护方面形成更加完备

的制度、 提供更有力的法律保障； 它以严密

的制度、 严格的标准、 严厉的责任规范个人

信息处理活动， 规定了完备的个人在个人信

息处理活动中的权利， 全方位落实各类组

织、 个人等个人信息处理者的义务与责任，

有力地维护了网络空间良好生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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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纯的施暴” 与 “逼取

信息以拯救他人” 的分界在哪

里？ 什么样的刑罚是 “令人不

快但可以接受的”， 它与 “不

可接受” 的界限在哪里？ 关于

酷刑的问题， 始终伴随着酷刑

并未衰亡的历史。 对于这些问

题， 《酷刑简史》 做了细致入

微的研究与讲述 ， 书内附有

100 多幅版画 、 绘画和照片 。

特别是对 “人对人的不人道”

这个话题， 以及合法的权力使

用和非法的权力滥用等问题，

本书做了很好的阐述。

作者从事中央层面立法和

法治政府建设工作十余年， 在

实践中发现不少值得加强阐

释、 深化研究的问题，并以“财

政供养人员”“开发区管理委员

会”“规划”“批示” 等党政机关

日常工作实践和法律法规条文

中的关键语词为主题， 从行政

法角度进行分析解读， 形成三

十余篇文章， 并按照主题分为

组织人员、 法律政策、 行为性

质、 词义辨析四个部分， 内容

涵盖立法、 执法、 司法、 守法

等法治建设各环节。

本书反映国家网络安全形

势新变化， 紧贴国家网络安全

工作实际， 对于普及国家网络

安全教育和提高公民网络安全

防范意识， 推进新时代网络强

国建设， 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

实用性。 作者国家计算机网络

应急技术处理协调中心， 简称

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 成立于

2001 年 8 月 ， 是中央网络安

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领导

下的网络安全应急机构， 是中

国计算机网络应急处理体系中

的牵头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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