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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信息保护条例概述

 



信息保护条例的
背景和重要性

在数字化时代，个人信息
泄露问题日益突出，信息
保护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
焦点。政府、企业和个人
对信息安全的需求不断增
长，信息保护条例的出台
具有重要意义。

 



信息保护条例的基本原则

信息保护条例依据

国家法律法规，适

用于所有涉及个人

信息的活动和行为。

法律法规的依
据和适用范围

合法性、正当性、

必要性、自愿性、

透明性等原则是信

息保护的核心价值

观。

信息保护的基
本原则

个人信息包括个人

身份信息、行为信

息等，条例规定了

对个人信息的保护

范围。

条例对个人信
息的定义和保
护范围

信息保护条例第一

条对个人信息保护

的基本原则和适用

范围进行了明确规

定。

第一条例项下
的规定



个人信息的使用

规定个人信息使用应当与收集
目的相符

明确禁止将个人信息用于未经

用户同意的其他用途

个人信息的存储

规定个人信息应存储在安全可
控的环境中

强调对个人信息的保密性和完

整性的要求

个人信息的处理

明确规定个人信息处理应当遵
循最小化原则

规定个人信息的传输应采取加

密等安全措施

信息保护条例的主要内容

个人信息的收集

明确规定个人信息的获取方式
和条件

强调个人信息收集应遵循合法、

正当、必要、透明的原则



信息保护条例的执行
和监督机制

明确相关政府部门对信息保护的监管职责和执法权

限。

政府部门的监管职责01

03

不断完善信息保护法律法规体系，提高信息保护水

平。

法律体系的完善

02

鼓励社会各界对信息保护的积极参与和监督，形成

多方合力。

信息保护的社会监督



信息保护条例的
重要性

信息保护条例的制定和执
行，有利于维护公民的信
息权益，保障社会稳定和
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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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个人信息的收集和使
用

 



个人信息收集的
合法性与必要性

个人信息的收集必须具备
合法依据和必要性，这包
括依法获得用户同意、明
示目的、合法程序等。个
人信息使用的目的和范围
应当在收集时明确规定，
确保不超出合理范围。合
法合规的个人信息收集流
程和程序应当建立完善，
确保信息安全、合法合规。

 



个人信息使用的规范和限制

个人信息使用应当

符合合理、合法、

必要的原则。

合理性要求

个人信息使用应当

采取合理的安全措

施，防止信息泄露、

滥用。

安全性要求

个人信息用途变更

时，应当依据法律

规定和用户同意的

原则进行程序变更。

变更程序

个人信息使用过程

中应当建立安全保

障措施，确保信息

不被非法获取或篡

改。

安全保障



个人信息传输和共享
的规定

个人信息的跨境传输受到严格的限制和条件，必须

符合法律法规规定。

跨境传输限制01

03

个人信息转让应当符合法定程序和要求，保障用户

权益和信息安全。

转让要求

02

个人信息共享必须遵循法律规范，并确保安全保障

措施的落实。

共享规范



风险评估

个人信息处理过程中，应当进
行风险评估，及时发现并应对
潜在风险。

评估结果应当作为完善安全措

施的依据，确保信息安全。

监督检查

监管部门应当建立监督检查制
度，对个人信息处理行为进行
定期检查。

对违规行为，应当采取相应的

惩罚措施，保障信息安全。

风险评估

个人信息处理过程中，应当进
行风险评估，及时发现并应对
潜在风险。

评估结果应当作为完善安全措

施的依据，确保信息安全。

个人信息处理的监督和管理

登记备案

个人信息处理应当依法进行登
记备案，明确信息处理行为。

备案程序应当简化、透明，便

于监管部门进行监督。



个人信息处理的监督和管理
个人信息的处理涉及到用户隐私和信息安全，需要建立完善

的监督和管理机制。监管部门应当加强对个人信息处理行为

的监督，确保信息处理活动合法合规。个人信息的处理应当

进行风险评估，及时发现潜在风险并采取相应措施应对，确

保信息安全。



● 03

第3章 个人信息安全保护

 



个人信息安全保护的基本要
求

个人信息安全的保密性和完整性要求是个人信息保护的基本

要求。个人信息安全管理的责任主体和义务包括个人信息的

采集、存储、使用、传输和销毁环节。个人信息安全保护的

技术措施和管理手段是确保个人信息安全的重要手段。



个人信息泄露和滥用的防范
个人信息泄露的风险和危害分析有助于了解个人信息泄露的

情况，并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个人信息滥用行为的违法性

和后果指出了滥用个人信息行为的违法性和可能带来的不良

后果。个人信息安全事件应急处理和报告机制是及时应对个

人信息安全事件的重要机制。



个人信息安全审查和评
估

建立和运行个人信息安全管理体系是保障个人信息安全的关

键。个人信息安全审查的程序和内容要求是评估个人信息安

全管理体系是否合规的重要标准。个人信息安全评估的标准

和指南提供了评估个人信息安全风险和管理状况的参考依据。



个人信息安全违法行为的处罚和惩
戒

个人信息安全违法行为的种类和处罚标准是规范个人信息安

全行为的重要依据。违法行为责任主体的追究和处罚程序指

出了个人信息安全违法行为责任主体的追究和相应的处罚程

序。惩戒性的行政处罚和民事赔偿措施是对个人信息安全违

法行为的重要惩戒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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