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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宗旨、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功能、国内外信息保护法基本原则概述、我国个人信
息保护法的基本原则、个人信息保护法的效力和适用范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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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齐爱民，别号泊宁叟(BurningSoul)，男，1970年生，河北晋州人，法学博士、博士后。
重庆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热爱探究信息法、电子商务法和知识产权法的基本原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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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项，出版著作10余部，发表论文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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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成与实施提意见。
2007年始，担任中国欧盟信息社会项目中方高级咨询官。
2008年被确定为重庆市法学学科带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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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中国信息立法总论——社会信息化转型与信息法的形成第一节 社会信息化转型与信息立法之
必要性20世纪中叶以来，以计算机为代表的具有一定程度智能化的高效率信息处理的信息技术的兴起
和信息设备的应用，使人类社会的信息生产、存储与传递能力成倍增长，实现了从生产、办公室到家
庭的全社会的信息化过程，推动了人类社会的信息化转型。
人类社会正经历着从工业化社会向信息化社会转型的巨大改变。
一、社会信息化转型概述俄罗斯联邦杜马1995年1月25日通过国家杜马审议，1995年2月20日颁布了《
俄罗斯信息、信息化与信息保护法》，根据该法第2条的规定，信息是指关于人、物、事实、事件、
现象和过程的与表现形式无关的知识；而信息化——是在信息资源形成与使用的基础上，为满足国家
权力机构、地方自治机构、组织、社会团体和公民的信息需求与权利实现而建立最佳条件的有组织的
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进程；社会信息化指的是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开发利用信息资源，促进信息交流
和知识共享，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的社会历史进程。
“信息化”与工业化、现代化一样，是一个动态变化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包含三个层面和六大要素
。
所谓三个层面，一是信息技术的开发和应用过程，是信息化建设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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