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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人格计，为学术谋　　信条　　变的是技术，于是没有什么是不变的。
　　做学问是需要历史责任感的，它要求我们深刻认识自己所处的时代，认识自己的学术使命。
我们恰恰处在千载难逢的信息社会的开端，当历史翻开那一页，我们正站在舞台的中央。
我们没有理由漠视周围这崭新的一切，正是这些充满玄机的法学新命题，感召着我，激励着我，并考
验着我。
我深信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是责任。
然而，创新离不开传统，我对个人信息的关注，始终是从传统法上的人格权（和人权）的角度着眼的
。
　　诞生　　人类应该学会善待自己。
当技术遇上个人信息，我们的一种生活品质便得到了改善，我们另一种生活却遭到了威胁甚至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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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对人自身的保护是一切法律制度设计的基础。
在科学技术疯狂发展的今天，我们应该深入思考并重新设计对人自身保护的法律问题。
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缺失，可能使我们在享受信息科技带来的生活便利的同时，沦为信息科技的牺牲品
。
因个人信息泄露引发的诸多重大事件表明，我们必须像重视我们传统的人格一样重视个人信息。
本书从个人信息与人格权关系的民法角度出发，分析比较了世界发达国家与个人信息相关的典型人格
立法及有重大影响的理论，意在为我国构建科学合理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奠定理论基础。
    本书的出版填补了大陆法系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基础理论研究的空白，并可为立法工作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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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齐爱民，法学博士、博士后。
重庆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重庆市学术技术带头人（法学学科）。
为学术而探索，闻道而欣喜。
热爱着电子商务法、信息法和知识产权法，力图勾勒它们未曾呈现的真实。
主持国家社科基金等项目近十项，出版著作十余部，发表论文六十余篇。
曾出席联合国贸法会电子商务工作组第四十届大会，参与《联合国国际合同使用电子通信公约》的缔
结，受美国商务部的邀请为《APEC隐私权保护框架》的形成与实施提供意见。
2007年始，担任中国欧盟信息社会项目中方高级咨询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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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五、个人信息控制权的沦丧　　尼克松说，我们传播着我们的信息，因此可以推知我们控制着我
们的信息。
而在社会信息化转型过程中，我们被强大的信息收集者打败了，公民的信息控制权沦丧了。
需要进行数据分析的，往往不是个人，而是一个强大的团体，包括商业机构和国家机关。
他们凭籍强大的经济和技术，乃至政治能力，攻陷了我们的信息控制权，掌控着我们的个人信息。
　　政府历来被称为收集个人信息的老大哥（Big Brother），这说明个人信息的收集和处理行为中，
政府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
从国家这个机制诞生以后，个人的隐私权实际上就受到了削弱。
国家只有在掌握民众的基本信息之后才能制定大政方针并有效执行，于是政府利用国家机器尽最大限
度地收集最全面的个人信息，比如人口普查、限制出入境等制度的产生。
国家掌控全国人口名单之后才能确保社会的正常运作，对于集体和社会而言，这当然是维持基本秩序
的需要，并促进了社会的稳定；但对于个体而言，个人的权利，尤其是隐私权就受了限制和剥夺，并
面临被滥用的巨大风险。
从出生到死亡，我们的个人信息一直处于政府的管理和监控下，出生证、身份证、户口簿、驾照等都
详细记载着我们的个人信息。
虽然这些个人信息为政府管理提供了方便和重要依据，使政府工作更加高效，为人们提供了优质的个
性化服务和便利，但这些脱离信息主体的个人信息，往往处于事实上的权利失控状态——信息主体并
不知道谁收集、处理和利用了他们的信息，以何种手段收集、处理和利用他们的信息，这难免引发民
众普遍的担忧。
而政府上述行为的失当将会给信息主体的合法权益造成侵害。
在政府机构的计算机系统和外界互联时，造成侵害的可能性就更大了，后果就更加严重。
配合国家信息政策的落实，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美国政府开始大量收集本国国民的个人信息。
关于建立全国性的“国家资料中心（National Data Center）”的提议，引发了美国公众的强烈抗议。
拟建立的“国家资料中心”，将以计算机储存、处理由联邦政府各个机关所收集的全部个人信息。
民众相信，个人信息的大量收集使传统社会迅速向透明化社会过渡，而透明化的社会往往带来对个人
权利的侵害。
美国民众预感到他们已经生活在一个个人信息失控的年代，而更清醒地认识到个人信息资料库（Data
Bank）的建立，将造成个人信息的巨大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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