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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互联网时代下，大数据带来高效和便捷的背后离不开海量数据采集的支撑，伴随数据的采集，个人信息

的保护迫在眉睫。现阶段，《民法典》《个人信息法》等法律的出台为个人信息的保护提供了法律依据，

但不可忽视的是，政府数据采集具有强制性和广泛性，加强政府采集数据中个人信息的行政法保护具有

现实意义。本文中，笔者通过梳理政府采集数据中个人信息行政法保护的现状，找出问题并探寻问题产

生的原因，提出措施以期实现政府采集数据中个人信息中的行政法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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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Internet era, the efficiency and convenience brought by big data cannot be separated from 
the support of massive data collection. With the collection of data, the protection of personal in-
formation is imminent. At this stage, the promulgation of “Civil Code”, “Personal Information Law” 
and other laws provides a legal basis for the protection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but it cannot be 
ignored that the collection of government data is mandatory and extensive, and it is of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strengthen the administrative law protection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collected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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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overnment.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sorted out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administrative law 
protection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in government data collection, identified the problems and ex-
plored the causes of the problems, and proposed measures to achieve administrative law protec-
tion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in government data col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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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个人信息在《民法典》中被列入人格权编，虽然个人信息是公民人格权益的重要体现之一，但在迈

入大数据时代后，个人信息价值产生一定变化，具有了经济和公共利益价值[1]。在信息化的时代，行政

管理部门在实施社会管理以及健全自身职能职责的过程中都对个人信息进行了广泛的采集，个人信息已

经成了社会发展以及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资源和基础要素之一。虽然个人信息保护的问题在法学理论和

民法层面上已经有所研究，但是就个人信息的行政法保护研究而言，目前还处在初级阶段，国内外的学

者对此进行了一些探索，但不难发现，依旧没有形成系统的法学理论，实践层面也还缺乏实际操作。 
本文注重对政府采集数据中个人信息的行政法保护进行粗浅的研究，对于行政机关现阶段采集数据

的实际现状进行梳理归纳，分析出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措施。 

2. 政府采集数据中个人信息行政法保护的现状 

第一，从立法层面看，我国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但是目前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制对象主

要是私法主体，缺少对行政机关的规制，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

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信息安全技术个人信息安全规

范》等。这些法律、法规虽然明确了个人信息的概念、范围、个人信息处理的基本原则以及个人信息泄

露、滥用等违法行为的处罚标准和责任追究机制，但对于政府采集数据中关于个人信息的行政法律法规

依旧较为匮乏且十分分散。同时，相关法条的描述也概括性较强，缺乏具体准确的操作指引，故而在实

践层面往往存在一定的困难。公民个人信息保护意识的提高以及对个人信息保护的渴望与我国现有个人

信息行政法的保护立法的实施进程之间未能达成统一[2]。 
第二，从采集主体及其相应职责来看，政府采集数据的行为应当认定为行政行为，行政行为应当符

合行政程序法定因此，政府采集数据也应当符合行政程序法定的原则，即有法定的采集主体，有明确的

采集对象，有统一的采集标准，有规范的采集程序。依照《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34 条，行政机关为履行

法定职责处理个人信息，不得超出履行法定职责所必需的范围和限度 1。目前各政府部门采集数据时往往

“各自为政”，各有其标准和路径，政府部门之间的数据共享也不够通畅，“数据孤岛”依旧存在，现

实生活中经常出现多个政府部门就同一个人信息数据反复多次采集，伴随着数据的多次采集，个人信息

在多个部门之间流转，势必会增加个人信息泄露的风险，侵权行为发生的概率也会随之提高。 
第三，从行政救济来看，政府采集数据的特征是数量大、面积广、涉及人群多，故而，若是政府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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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数据中发生了信息泄露问题，那么公民的个人隐私权遭到侵犯的可能性和危害性将大大提高，危害结

果明显高于一般采集数据中发生的信息泄露结果。当危险结果依然发生时，就需要有可行性的救济途径

来实现救济。目前阶段，对于政府的采集数据行为，在定性上存在着争议。从政府的采集的行为模式上，

无法将其直接认定为是可诉的行政行为。从《行政诉讼法》第 12 条规定的受案范围来看 2，并未将此种

情形列入可诉范围。从政府采集使用的行为模式上分析，会将其认定为是过程性行政行为，而过程性行

政行为，根据 2018 年最高院发布的《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中的第 1 条第 2 款第 6 项的规定，过程性行

为属于不可诉的行政行为 3。 

3. 政府采集数据中个人信息行政法保护存在的问题 

通过前文对政府采集数据中个人信息行政法保护现状的梳理，笔者归纳分析出现阶段政府采集数据

中个人信息行政法保护存在缺乏完备的法律规范、采集程序不规范、行政救济不到位等问题。 
一是缺乏完备的法律规范。现有的关于政府采集数据的法律规范散落在各部门法、地方性法规以及

地方政府的一些部门规章中，法律位阶较低。在政府采集数据中，对行政主体及其相对人来说都没有明

确的权利义务规定，在何种范围内应当对信息主体的个人信息进行保护，这类程序性规则模糊不清，无

法可依，导致行政主体之间容易出现“踢皮球”现象，信息主体的实体性权利难以得到有效保障[3]。 
二是采集程序不规范。依法行政是行政法极其重要的基本原则之一，行政行为有明确依据，且履行

相应程序是依法行政原则的应有之义。但在实际操作中，各地政府行政管理部门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采

集的标准还不够统一，存在信息采集的随意性和采集权限和使用信息目的的不确定性，存在公民个人信

息泄露的隐患[4]。采集主体对于该如何采集、采集何种信息依旧不清晰，没有规范化的流程与职责，个

人信息的保护就会存在风险。 
三是行政救济不到位。如前所述，政府的违规违法采集公民数据行为必然会对公民的合法权益产生

侵害，公民也应当获得相应的救济，这是依法行政的应有之义。在我国，行政救济途径是保护公民合法

权益的重要途径之一。但在实践中，行政救济不充分是当前行政保护领域的一个重要问题，需要进一步

加以关注和改进[5]。就目前来看，公民的个人信息在政府采集过程中遭到泄露，权利受到侵犯后，很难

从行政诉讼、行政复议以及国家赔偿等途径中获得救济，许多侵权事件往往不了了之，无法实现救济，

法定权益没有得到有效保障。 

4. 加强政府采集数据中个人信息行政法保护的对策建议 

其一，要健全政府采集数据程序的法律规范。要将现有的法律法规进行整合，以期实现统一立法，

通过完备的法律规范来巩固眼下我国所基建立的采集原则，明确个人信息保护的有关概念，细化行政部

门采集的职责。要与时俱进完善法律法规，大数据发展日新月异，变化十分快速，对立法工作提出了挑

战，只有加快脚步跟上时代发展，法律法规才能在政府采集数据中发挥作用，实现良法善治。要在政府

采集个人信息的过程中明确政府的行为应当受到行政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双重约束，这是在处理个人

信息过程中政府实现依法行政的必由之路。既要落实知情同意原则，在采集前对采集对象履行告知义务

并获得其同意，又要落实依法行政原则，做到法无授权不可为，不擅自采集无关信息。 
其二，要明确采集主体和采集程序。近几年，全国各地政府都在大力推行一体化的政务服务模式，

各地推行的“最多跑一次”改革，都着重强调要加强各级政府和各个部门之间的协作和信息共享，以方

 

 

2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 12 条，2017 年 6 月 27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修正。 
3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 1 条第 2 款的第 6 项，2017 年 11 月 13 日由最高人民法院

审判委员会第 1726 次会议通过，自 2018 年 2 月 8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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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群众办事。再比如，近几年成为各地政府纷纷进行“数字城市”建设，就是一种通过大数据和云平台

技术来广泛采集信息以完善政务服务的模式。在这样的背景下就需要进一步明确采集主体和采集程序，

梳理政府各部门间的职责，对部分数据集中采集后实现数据共享，减少不必要的采集程序，提高数据使

用效率，保证个人信息的安全。政府相较于一般的信息采集使用主体，应该承担更高的义务。这一更高

义务不仅体现在采集方面，也同样体现在保护方面。如前所述，一旦政府成为信息泄露的源头，其所造

成的危害范围和程度会更甚于一般信息采集使用主体。所以需要将最小化原则更加具体地运用到政府采

集个人信息之中，明确在采集使用个人信息中的权限。 
其三，要构建有效的投诉举报途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 51 条则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

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向上一级行政机关或者政府信息公开

工作主管部门投诉、举报，也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公民在发现个人信息收到侵

犯时可以向相关的主管部门进行投诉和举报，从法理和实际操作上来看，该措施是可以实现的。那么政

府可以将其作为数据采集中个人信息方面建立举报投诉方式的参考，以此为蓝本，搭建举报投诉平台，

畅通渠道，通过对政府部门数据采集工作的监督来实现对个人信息的保护。 

5. 结论与不足之处 

本文从立法层面、采集主体及其相应职责和行政救济三个方面梳理出现阶段政府采集数据中个人信

息保护的现状，找出目前存在的缺乏完备的法律规范、采集程序不规范、行政救济不到位等问题，提出

了健全政府采集数据程序的法律规范、明确采集主体和采集程序和构建有效的投诉举报途径的措施和建

议，希望能为政府采集数据中个人信息行政法保护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参考。但是，鉴于本文的研究方向

在学界目前比较新，缺乏完备的研究基础，本文的研究还不够系统和全面，希望随着研究条件的完善，

后续研究能够更为精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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