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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隐私权保护的法律制度研究 

公司合规与重组 李青 

 

一、 隐私权概述 

隐私权是指自然人享有的私人生活安宁与私人信息秘密依法受到保护，不被他人

非法侵扰、知悉、收集、利用和公开的一种人格权。在理论上，隐私权又具体包括两

方面的内容：第一，生活安宁，主要是指自然人对于自己的正常生活所享有的不受他

人打扰、妨碍的权利。不管是普通人还是名人，都具有自然性与社会性的双重属性，

在与他人交往的同时，也需要独处，保持自己私生活的安宁，不被他人打扰，这不仅

是宪法赋予公民人格尊严受保护的最基本要求，同时其他部门法中也都对公民的安宁

权给予了保护，如公安机关在执行任务需要进入公民住宅进行搜查时必须持有搜查证

且不少于两名的执法人员、禁止打骚扰电话干扰他人生活等，都是对公民生活安宁的

保护。第二，生活秘密，主要是指个人信息，如生理信息、身体隐私、健康隐私、个

人电话号码、银行存款账号、家庭住址以及父母子女关系等信息，隐私权人都有权予

以保密，未经权利人同意，他人不得擅自公开披露。 

二、 隐私权与个人信息权的界限 

个人信息是指公民所享有的与特定个人相关联、反映个体特征的具有可识别性的

符号系统，包括个人身份、工作、家庭、财产、健康等各方面信息资料。在实务中，

侵权人大多都是通过非法公开、泄露他人的信息而侵犯他人的隐私权，但是这并不意

味着所有的泄露他人信息都构成侵犯隐私权。 

在夏欣与北京电视台隐私权纠纷一案中（[2014]朝民初字 28219 号，以下简称

“案例一”），北京电视台在征得夏欣同意后，对其进行了采访，并对其与航海公司

合同纠纷一案中提交的机票行程单等证据进行了拍摄，并在《北京您早》节目中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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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在该视频中有 2 秒左右的视频特写显示了夏欣的身份证号码。法院审理认定，单

纯的身份证号码并不直接等同于公民隐私权，北京电视台在报道中未对身份证号码进

行遮挡并不当然被认定为暴露隐私，并且被北京电视台在进行新闻报道时已经尽到了

相关的谨慎注意义务，对夏欣面部进行了遮挡处理，以其他姓氏代称或隐去其名，这

一系列处理措施足以保障原告名誉权及隐私权，并不存在过错，行为合法适当，并不

构成隐私权侵权，故驳回了夏欣的诉讼请求。 

在赵圣祥（原告）与新丽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等（以下简称“三被告”）隐私权纠

纷一案（[2014]临民初字第 2429 号，以下简称“案例二”），三被告联合摄制，共

同作为出品人出品《父母爱情》电视剧并在中央电视台一套播放，在播放第 41 集

时，电视剧剧情中出现了原告正在使用的电话号码，后原告收到大量影迷的电话和短

信，给其正常生活造成困扰。法院审理认定，原告作为手机号码的用户，对该手机号

码享有使用权、支配权，而三被告在未征得原告同意的情况下，擅自为剧情需要使用

了该手机号码，并通过播出的方式进行了公开，对原告的私人安宁生活造成了一定程

度的影响，侵犯了原告的隐私权。 

在以上两个案例中，均是被告将原告的个人信息公之于众，但是法院的裁判结果

却大相径庭。我们进一步分析比较，法院在认定行为人擅自公布他人信息的行为是否

构成侵权时：首先需要判定行为人公布的个人信息，是否属于他人的私密的、不愿被

公众知晓的信息，如案例一与案例二中的身份证信息和电话号码信息均属于在一定范

围内为他人所知晓的，而非绝对私密的信息，因此公布此类信息并非必然构成侵权，

需要进一步判定行为人的行为是否给权利人的生活造成困扰，带来精神上的损害，行

为人是否尽到合理谨慎的注意义务，是否有过错。如果行为人公布的是他人绝对私密

的信息，则只要未经权利人许可而向他人披露即构成侵犯隐私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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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责任 

随着网络科技的发展，隐私权的侵权手段也在发生变化，在实务中，大多数侵犯

隐私权的行为都是以网络为媒介来公开、散布他人信息。所以，在实践中发生隐私权

侵权时，受害人经常会要求网络服务商和侵权人承担连带责任。对于网络服务商承担

的侵权责任，《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实施侵权

行为的，被侵权人有权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

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通知后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对损害的扩大部分与该网络用户

承担连带责任。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网络用户利用其网络服务侵害他人民事权益，未

采取必要措施的，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 

在司法实务中，网络平台服务提供者自身并不编辑信息，只是被动的传播信息，一般

情况下也非实施侵权的直接行为人，故其承担侵权责任的前提是对信息未尽到合理的

审查义务。而其作为信息传播的媒介，每天都会有大量的信息发布、传播，如果对其

要求严格的审查义务，则不利于互联网的发展，因此，法律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审查

标准仅限于“表面审查标准”，即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合理的手段，以一般公众的

识别能力对信息进行表面审查。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网络服务提

供者有两种审查模式：（1）主动审查，指的是网络服务者在发布、传播信息之前，首

先对信息进行审查、筛选，比如可以设置关键词，由系统程序对于某些涉及违法侵权

的内容自动进行过滤。此种情形下，网络服务提供者如果未尽到合理审查义务，则与

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2）被动审查，指的是在侵权发生后，被侵权人要求网络服

务提供者采取合理措施及时避免损害后果的扩大，如果网络服务提供者对此置之不理

或者不及时处理，则对于损失扩大部分与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而网络服务提供者

与网络用户之间往往签署的有服务协议，所以，网络服务提供者通常都会要求被侵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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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提供初步证据证明网络用户的行为造成侵权。同时，网络服务提供者可以对采取的

措施进行证据保全、公正，防止在后续诉讼中发生举证不能的情形。 

四、 现阶段司法实践 

隐私权主要是一种精神性的人格权，其财产价值并非十分突出，侵害隐私权主要

是给权利人带来精神上的痛苦，造成的财产损益并不大。因此，在司法实践中，隐私

权侵权的损害赔偿责任主要是精神损害赔偿责任。《侵权责任法》第 22 条规定：

“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

偿。”同时，国家于 2001 年 3 月 10 日又出台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

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对精神损害赔偿进行专门的规定，根据此司法解

释第八条规定：“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但未造成严重后果，受害人请求赔偿精神损

害的，一般不予支持，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形判令侵权人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

影响、赔礼道歉。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的，人民法院除判令侵权人承

担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外，可以根据受害人一方的

请求判令其赔偿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对于精神损害赔偿的具体数额，法律并没

有明确的标准，需法官结合实务案例具体判定。 

在实务案例中，权利人主张精神损害赔偿时，需要举证证明其遭受的精神损害程

度，如医院开具的诊断证明、医药单等证据材料，否则法院不予支持。在赵圣祥（原

告）与新丽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影视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等（以下简称“三被

告”）隐私权纠纷一案，法院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判定被告赔偿 5000 元的精神损

害抚慰金。在王霞诉北京响巢国际传媒股份有限公司（[2013]海民初字第 26952 号）

侵犯隐私权一案，由于王霞未提供证据证明其精神损害事实，法院未支持其请求。在

李英山与姜川隐私权纠纷一案（[2016]京 01 民终 2636 号）中，法院最终支持赔偿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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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 3000 元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据此，在隐私权侵权案件中，除造成特别严重的精神

损害，如精神抑郁、重度失眠等，法院判决的精神损害赔偿一般不会超过 1 万元。 

五、 律师的建议 

（一）公民个人如何维权 

面对他人的侵权行为，权利人可以采取以下措施来维护自己合法权益：（1）进行

公证，也即权利人对相关证据进行保全，比如对涉及个人信息的影视剧、网站网址等

进行公证，防止侵权人销毁证据，导致败诉。（2）委托律师发送律师函，请求律师介

入侵权纠纷中，通过向侵权人陈述法律依据，要求对方停止侵权、赔偿损失。（3）提

起诉讼，如果侵权人不及时与权利人协商解决纠纷，权利人还可以进行诉讼，通过法

律途径，依靠国家强制力有效解决纠纷。 

（二）影视剧制片人规避隐私权侵权的法律措施 

影视剧制片人在拍摄电视剧过程中，为了使剧情更逼真，会在影视剧中公开使用

某一电话号码、聊天记录以及家庭住址等个人信息。如果制片人既未征得权利人同意

也未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就擅自公开个人信息，则会侵犯权利人的隐私权。 

在王霞诉北京响巢国际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响巢公司”）侵犯隐私权

一案， 响巢公司拍摄制作的电视剧《华丽一族》中，在第十二集与第二十二集中先后

出现 186XXXXXXXX 的手机号码，该手机号码是剧组在拍摄电视剧期间，剧组工作人

员合法购买的，对手机号码享有使用权，后停止使用。现手机号码的使用者是王霞，

电视剧播出后，王霞每天接收大量陌生电话和短信，对其生活造成严重干扰。法院经

审理认定，即使响巢公司剧组员工购买、使用该手机号码，但是响巢公司应该预见到

在其停止使用后，该号码会由他人使用，因此其在电视剧中公布手机号码的行为，没

有尽到应有的注意义务，构成侵权，应该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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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影视剧制片人在拍摄过程中即使取得了手机号码的使用权，在停止使用后

仍存在一定的侵权风险。最好的措施就是避免出现完整的个人信息，如对电话号码部

分数字打上马赛克，对小区名称、家庭住址等使用虚构的名称。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法律意识的增强，隐私权保护将成为未来司法领域的新重

点，不论是公民个人还是可能会侵犯公民隐私权的各行业从业人员都需要及时关注相

关法律法规，避免被侵权或侵权的情况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