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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保护和网络安全法律热点问题 

两会期间数据相关重要提案概要

在刚刚闭幕的 2019 年两会上，有关数据的讨

论和提案成为关注的焦点，众多委员和代表从数据

安全、数据保护、数据流通等各方面进行讨论并提

出议案，以下是本次两会与数据有关的提案的梳理

与总结: 

一、 《个人信息保护法》确定列入未来五年立法规

划 

在 3 月 4 号举行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新

闻发布会上，大会发言人张业遂在回答有关大会议

程和人大工作相关的问题时指出，全国人大常委会

已将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列入本届立法规划，相关

部门正在抓紧研究与起草，争取早日出台。 

目前我国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散见于《民

法总则》、《刑法》、《网络安全法》、《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以及《电子商务法》等法律中，没有一部专

门针对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缺少完整的个人信息

保护法律体系。总体来看，这些法律各自所涵盖的

领域有限，并且有关个人信息保护的部分大都规定

得比较宽泛，多为原则性的要求，缺少具体的细则。

随着我国信息技术及相关产业的迅速发展，制定一

部专门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律，明确个人信息保护的

范围以及侵犯个人信息安全应承担的法律责任，确

有必要。 

二、 设立国家层面统一的数据保护机关 

两会期间，多位人大代表或全国政协委员提

出，要设立国家层面的统一的数据保护机关，统筹

数据安全的执法和监管体系。 

有委员提出，目前设立专门的个人信息监管机

构已成为国际趋势，可参照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与

欧盟数据保护委员会等境外的实践，设立专门的数

据保护执法机构，在国内负责个人信息的监管和保

护，在国际加强与各国个人信息保护监管机构的协

调与合作
1
。 

目前我国有关个人信息保护的执法机构主要

包括网信办、公安部、工信部、工商局等多个部委。

然而多头治理更有可能执法效率低下，出现无人监

管或重复监管的问题。若所有的数据保护监管与执

法工作均统一到专门的数据保护机关来进行，既有

利于未来个人信息保护专法的落地和执行，也能增

强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执法的一致性，同时也有利于

个人信息遭受侵害的公民进行强有力的维权。 

三、 完善数据安全相关立法 

发展高质量的数字经济，需要加强对数据的安

全保护，因此，保障数据安全刻不容缓。苏宁控股

集团董事长张近东、海尔集团总裁周云杰
2
、华工科

                                                        
1参考《南方都市报》文章《两会将至，个人信息保护受关注！全国政

协委员呼吁设统一执法机构》，作者冯群星、李玲、蒋琳。 
2参考《中国经营报》文章《海尔集团总裁周云杰：物联网时代需强化

数据安全立法》，作者张玉，石英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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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董事长马新强
3
均提议，要加快相关数据安全立法

进程，改变目前数据安全领域的乱象。包括加快制

定数据安全法律法规，从信息的收集、存储、处理、

传输、共享、删除等全生命周期管理的角度制定完

善的法律体系，确保数据安全，关注工业互联网信

息安全问题，防止黑客的攻击在宏观层面破坏工业

生产等情形。 

在 2018 年 9 月公布的“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立法规划”中，《数据安全法》被列为“条件比

较成熟、任期内拟提请审议的法律草案”。在 2019

年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新闻发布会上，大会发

言人张业遂表示在 2019 年将推进《数据安全法》

立法工作。 

四、 给予未成年人特殊的个人信息保护 

陕西律师协会副会长方燕
4
、民建中央副主席周

汉民
5
等代表提出，在个人信息保护立法中，必须考

虑为未成年人提供特殊保护，防止其信息权益受到

侵害。 

五、 促进数据共享、开放、跨境流通 

多名委员和代表提出了有关促进数据共享、开

放与跨境流通的提案。百度公司创始人李彦宏提议

                                                        
3参考《21 世纪经济报道》文章《马新强：系统管理工业数据信息安全 

赋能工业互联网》，作者陈红霞 
4参考《南方都市报文章》文章《全国人大代表方燕：未成年人网络安

全保护应入法，多主体联动发力》，作者刘苗。 
5参考《人民政协报》文章《周汉民：守护信息安全还需法律这道“墙”》，

作者修菁。 

在智能交通与电子病历两个领域建立数据共享机

制，构建智能交通与医疗
6
。苏宁控股集团董事长张

近东
7
提出，当前“信息孤岛”“数据壁垒”现象依

然比较严重，数据缺少交互共享的规范和标准，给

数据的采集、对接、共享、开发、利用带来困扰。

因此要破局“数据孤岛”，实现全社会数据的开放

共享。  

证监会信息中心主任张野
8
提议有效开放和共

享工商、财务、舆情、行政处罚、失信、司法诉讼

等方面的数据，从而完善上市公司的画像系统，促

进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减少信息不对称。 

民建中央副主席周汉民
9
提出我国应构建信息

跨境流动制度和国际合作机制，包括加强我国的信

息跨境流动制度与国际框架、加强国家间行政机构

的合作以及促进区域间个人信息的合理流动
10
。 

两会期间与数据有关的提案众多，讨论热度较

高，充分体现出相关议题的重要性和民众的关注度。

我们将持续关注相关立法动态和行业发展形势。 

                                                        
6参考《华商报》文章《李彦宏：构建智能交通解决方案，完善电子病

历管理制度》，作者杨酷。 
7参考《现代快报》文章《张近东代表：为数据安全打造屏障》，作者鹿

伟。 
8参考《国际金融报》文章《张野委员：推动数据共享，加强暗网监管》，

作者孙婉秋。 
9参考《南方都市报》文章《周汉民：互联网隐私保护亟须立法规范》 
10参考“京东科技研究院”微信公众号文章《两会数据提案面面观》，

整理人刘元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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