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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网络隐私权的概念与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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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在网络发展趋势下
,

人际沟通
、

就业工作
、

商业行为及娱乐活动都将在网络上进行
,

个

人的私领域在现代社会被无形地
、

非自愿地挤压 限缩
。

个人隐私受到了空前的威胁和挑战
。

网络隐私权

的保护成为了隐私权法律制度中的热点问题
。

由于 网络隐私权这一概念的正确界定对于确定网络隐私权

的保护范围
、

侵权行为的认定等有着直接的影响
,

从而对立法与司法实务具有重要的意义
,

因此
,

本文

对隐私
、

隐私权
、

网络隐私权的概念与特征进行 了初步探讨
。

【关键词】隐私权 ; 网络隐私权 ; 概念 ; 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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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网络隐私权这一概念的内涵
、

特征等
,

目前讨论的并不多
,

可以说还没有比较权威的观

点
。

基于我国隐私权制度巫待完善的状况
,

有必

要加强隐私权
,

特别是网络隐私权制度的立法工

作
。

由于对网络隐私权这一概念的正确界定对于

确定网络隐私权的保护范围
、

侵权行为的认定等

有着直接的影响
,

从而对立法与司法实务具有重

要的意义
,

因此
,

对其进行专门的探讨与研究是

非常必要的
。

一
、

隐私与隐私权

(一 ) 隐私的概念及内容

所谓隐私
,

顾名思义
,

隐蔽
、

不公开 的私

事
。

其中
, “

隐
”

与
“

明
”

相对应
,

强调隐私的

不欲公开性
, “

私
”

与
“

公
”

相对应
,

强调隐私

的私人性
、

非公共性
。

通说认为
,

隐私是指个人

不愿意向外界公开的私人信息或者不愿意他人介

人或干预的私人空间
、

私人活动
。

目前
,

一般将隐私的内容分成三大类
,

即私

人信息
、

私人空间和私人活动
。

这里 的私人信息

是有关个人的一切情报资料和资讯
,

如姓名
、

年

龄
、

肖像
、

身高
、

体重
、

收人
、

生活经历
、

家庭

住址
、

家庭电话号码
、

银行账户
、

病患经历等 ;

私人空间也称为私人领域
,

是完全由个人支配的

领域
,

如住宅
、

身体的隐秘部位
、

手提包
、

学生

书包
、

日记
、

电子邮箱等 ; 私人活动是一切个人

的
、

与公共利益无关的活动
,

如 日常生活
、

个人

行踪
、

社会交往
、

性生活等
。

其中
,

私人信息和

私人空间属于静态的隐私
,

其内容比较固定
,

范

围有限
,

而私人活动则属于动态的隐私
,

所包含

的内容不确定
,

范围也更加广泛
。

(二 ) 隐私权的概念及权能

隐私权作为一种基本人格权利
,

是指自然人
“

享有的私人生活安宁与私人信息依法受到保

护
,

不被他人非法侵扰
、

知悉
、

搜集
、

利用和公

开的一种人格权
。 ” 。2。

代表性的观点认为
,

隐私权应当包括四项权

能
。 `”
一是隐私隐瞒权

。

是指公民对 自己的隐私有

权隐瞒
,

使其不为人所知 ; 二是隐私支配权
。

是

指权利人根据 自己的需要允许或不允许他人利用

自己的隐私 ; 三是隐私利用权
。

是指权利人可 以

自己利用自己的隐私
,

满足自己精神上 和物质上

的需要
,

如模特允许艺术家以其人体做画
、

公众

人物 向他人披露私人经历
,

以供撰写 报告文 学

等 ; 四是隐私维护权
。

是指权利人在 自己的隐私

受到侵害时有权寻求合法的保护
。

笔者认为
,

前

三种是隐私权的积极权能
,

即隐私权人对其隐私

的自由支配
,

它是隐私权的主要方面 ; 后一种则

是隐私权的消极权能
,

它是隐私权人对不当侵害

收稿 日期
: 2 0 0 6

一 0 4 一

04

作者简介
:
王 明雯 ( 1% 8 一 )

,

女
,

硕士
,

副教授
。

研究方向
:
民商法及法学教育

。



第 3 期 王明雯 : 试析网络隐私权的概念与特征

的依法排除
,

是保障隐私权得以实现的必不可少的

手段
。

由于隐私权是为了保障个人对其私人事务的

自由支配而赋予其排除外界不当干预的权利
,

确立

隐私权的主要 目的是保护人们私人活动领域的独立

安宁
,

因此
,

隐私权本质上是一种对隐私自由支配

的权利
。

二
、

网络隐私权的概念与特征

(一 ) 网络隐私权的概念

传统的隐私权制度主要保护有形的现实空间
,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
,

使隐私权的保护范围从现实

空间向虚拟空间拓展
。

网络隐私权概念的提出正是

时代发展的产物
,

主要用以区别于现实世界的隐私

权
。

对于网络隐私权这一概念
,

目前有不同的表

述
。

有人表述为
“

网络空间的个人隐私权
” ,

认为

其主要指
“

公民在网上享有的私人生活安宁与私人

信息依法受到保护
,

不被他人非法侵犯
、

知悉
、

搜

集
、

复制
、

公开和利用的一种人格权 ; 也指禁止在

网上泄露某些与个人有关的敏感信息
,

包括事实
、

图像以及毁损的意见等
。 ” 『4 1

有人表述为
“

网上隐

私权
” ,

认为其
“

具体是指在网络上登记的个体其

个人资料和密码在未经本人同意或合乎法定程序的

情况下不为除收集方以外的第三方所知晓
、

利用或

侵害本人
,

以及在侵害发生后 寻求司法救济的权

利
。 ” `, ,

有人表述为
“

资讯隐私权
” ,

认为其基

本含义是指
“

在未通知当事人并取得其同意之前
,

资料持有人不得将当事人为了特定目的所提供的资

料运用于另一个目的上
。 ” 【6 ,

还有人表述为
“

信息

隐私权
” ,

认为其
“

中心思想乃在于
:
个人不仅是

个人数据产出的最初来源
,

也是其正确性
、

完整性

的最后查核者
,

以及该个人数据的使用范围的参与

决定者
。 ” ! 7 。

由于网络传输主要是一种数据传输
,

所以以上

表述都认为网络隐私权主要涉及的是关于个人信息

或称个人数据的隐私保护问题
。

其重心转向了
“

个

人数据保护
” ,

以对抗信息时代中隐私权所受到的

冲击
。

对网络用户而言
,

隐私权主要体现为决定是

否 向他人公开个人信息的权利
、

自己使用或许可他

人使用个人信息的权利
、

个人信息被收集前收到相

关通知的权利
、

确保信息准确无误的权利
、

个人信

息安全受到保障的权利等等
。

应当说
,

这些观点都有其合理之处
,

但是
,

笔

者认为
,

网络隐私权的范围不应只局限于个人数据

的保护
,

实际上它同现实世界的隐私权一样涵盖 了

私人信息
、

私人空间
、

私人活动三个方面的内容
。

网络环境下的隐私权保护应包括对具有识别性的个

人资料
、

个人生活秩序
、

个人活动 (如网上浏览 )

及个人领域 (如个人电子邮箱 ) 等方面的保护
。

因

此
,

笔者认为
:
网络隐私权是指 自然人在网络世界

中就其私人信息
、

私人空间和私人活动享有控制支

配并排除他人非法干涉和侵扰的一种人格权
。

(二 ) 网络隐私权的特征

1
、

网络隐私权的主体是自然人

有关隐私权主体界定的问题
,

在法学界存在着

争议
。

一种观点认为隐私权的主体只包括自然人 ; `“ ’

“

在此所指的人应是 自然人
,

因为自然人有情感和

理性
,

需要法律保障其情感之安定
、

生活之追寻和

价值尊严的维持
。

不论将隐私权的作用着重在私密

的保护或生活的自主
,

均和这些需要有重要的关

联
。 ” `9 ’

另一种观点认为隐私权的主体包括自然人

和法人 ; l ’ 0]
如金立琪教授 曾对隐私权下定义为

“

公民和法人对某个人秘密或企业法人秘密所享有

的不可侵犯的权利
。 ” `川认为法人应享有隐私权的

学者的根据在于
:
法人与自然人一样

,

都具有属于

自己的不愿或不便为外人所知或干涉的私人秘密
。

这种观点值得商榷
。

因为法人一方面它是拟制的
,

非实存的
,

难以想象它会有情感或精神上的需求
。

另一方面
,

法人的秘密通常与公共利益有关系
,

而

不在于突显和保障
“

个人
”

的差异和尊严
,

因而并

非隐私
。

网络隐私权作为传统隐私权的一种新的补充和

扩展形式
,

其主体仍然是 自然人
。

虽然在
“

网络环

境下人具有二重性
:
虚拟性与真实性

” ,

但
“

每

个网络虚拟人的背后都有着一张真实的脸
” I’ 2 ’ ,

网络上的一切个人资料均可定位相应 的网络用户
,

对网上个人隐私的保护最终是要回归到保护现实中

的个体的情感
、

利益
。

因此
,

网络隐私权的主体仍

然是自然人
。

2
、

网络隐私权的客体是网络隐私

正如前文所言
,

网络隐私权是指自然人在网络世

界中就其私人信息
、

私人空间和私人活动享有控制支

配并排除他人非法干涉和侵扰的一种人格权
。

因此
,

网络隐私权的保护范围
,

即网络隐私的内容应当包括

三大类
:
私人信息

、

私人空间和私人活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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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信息
,

即是有关个人的一切可以定位于本

人的情报资料和资讯
。 “

包括与个人的内心
、

身体
、

身份
、

地位及其他与个人相关的一切事项的事实
、

判

断
、

评价等信息
。 ” `” 〕

如姓名
、

年龄
、

肖像
、

身高
、

体

重
、

收人
、

生活经历
、

家庭住址
、

家庭电话号码
、

银行

账户
、

消费习惯
、

病历
、

宗教信仰
、

前科纪录等等 ;加

拿大在其 19 9 9 年 10 月 2 6 日通过的 ((保障网络个

人信息及文件法 》 中将个人信息限定为
“

除去姓

名
,

头衔或商业地址及任何组织的职工的电话号码

以外的可以标志个人的信息
” 。

私人空间
,

也称为私人领域
,

是完全由个人支

配的领域
。

如住宅
、

身体的隐秘部位
、

手提包
、

学

生书包
.

、

日记
、

电子邮箱等 ; 在网络世界里
,

私人

领域主要是个人计算机及电子邮箱
。

由于目前垃圾

邮件的泛滥及 网络监视
、

网络窥探的侵害
,

使得个

人的网络空间受到了侵扰
。

私人活动
,

是一切个人的
、

与公共利益无关的

活动
。

如 日常生活
、

个人行踪
、

社会交往
、

性生活

等
。

在网络世界里
,

私人活动包括如网上浏览
、

网

上购物
、

网上发表言论等等
。

3
、

网络隐私权的性质是一种人格权

从性质上讲
,

网络隐私权是一种人格权
。

是
“

存在
止

于权利人自身人格上的权利
,

亦即以权利人

自身的人格利益为标的之权利
” 。 `’ 4 ,

人格权最明显

的特征在于其非财产性
。

有人认为网络隐私权具有财产权的性质
。

如

安
·

布兰斯康 ( A n n e W e l l s B ar n s e o m b ) 在其所著

的
“

Wh o o w n s I n fo mr
a t i o n :

orF m P ir v a e y t o
uP b l i e

A C C se s’’ 一 书中提到
“

我们的姓名
、

地址与个人交

易纪录
,

都是有用的信息财产
,

我们必须认知到
,

我们对这些都是有财产权的
。 ” `’ 5 ,

还有人认为
“

网络隐私权具有人格
、

财产双重性质
。 ” “ 6 ,

这

些看 法忽略 了财产权必须 同时具备两个特征
:

( l) 权利所体现的利益具有经济价值
,

可予以经

济评价 ; ( 2) 权利可以转移
。

I ’ 7] 隐私虽然是一种

有经济价值的信息
,

但如果将其财产化则会忽视人

格权的固有价值
,

势必会导致人格沦为商品和金钱

的奴役对象的后果
。

同时
,

由于隐私具有定位性而

决定了隐私权具有不可转让性
。

不可转让性是人格

权的重要特点
。

如果说隐私内容能够被转让
,

即从

张三的隐私可以转让成为李四的隐私
,

那么隐私就

不能称其为隐私了
。

因此
,

网络隐私权不具有财产权的性质
,

它仍

然是人格权的一种
,

是传统人格权在网络领域中的

体现
。

也正因为如此
,

我们才认定法人不具有隐私

权
。

因为企业法人的秘密是一种商业秘密
,

它与企

业法人的经济利益相挂钩
,

是企业的一种财产
。

4
、

网络隐私权的内容具有复杂性

网络隐私权是 自然人的人格权
,

它应当包四个

方面的内容
:

一是知情权
。

是指权利人有权知道网站收集了

关于 自己的哪些信息
,

这些信息将用于什么 目的
,

以及该信息会与何人分享
。

二是支配权
。

主要是指权利人对其个人数据享

有的积极主动的控制支配权
。

如许可他人以何种方

式和限度收集
、

传播
、

公开自己的隐私
。

三是利用权
。

是指权利人有在合法的范围内选

择其用途的权利
。

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利用自己的

隐私
,

以满足自己精神上和物质上的需要
。

四是维护权
。

是指权利人在自己的隐私受到侵

害时有权寻求合法的保护
。

可以请求侵害者停止侵

害
、

恢复原状
,

以及请求损害人支付物质损害或精

神损害赔偿
。

由于 网络隐私权是为了保障个人对其私人事

务的自由支配而赋予其排除外界不当干预的权

利
,

确立网络隐私权的主要 目的是保护人们私人

活动领域的独立安宁
,

因此
,

网络隐私权本质上

是一种对网络隐私 自由支配的权利
,

强调 的是其

积极的权能
。

总之
,

网络隐私权是指自然人在网络世界中就

其私人信息
、

私人空间和私人活动享有控制支配并

排除他人非法干涉和侵扰的一种人格权
。

它作为传

统隐私权的一种新的补充和扩展形式
,

有着 自已的

新特征
。

我们应当对它有个清楚的认识
,

用以指导

我们的立法
、

司法工作
,

以适应保障网络时代人们

的生活安宁的需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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