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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于近日颁布了《儿童个人

信息网络保护规定》(“《儿童信息规定》”), 其

将于 10 月 1 日正式生效。与国家互联网信息办

公室此前难产的其他与个人信息保护有关的规

章相比, 《儿童信息规定》从公开征求意见到正

式颁布实施, 仅用了两个多月时间, 速度之快实

属罕见。《儿童信息规定》的颁布实施, 是我国

个人信息保护领域的一个里程碑。同时, 它也给

企业提出了保护个人信息方面更高的要求。包括

医疗健康行业在内的可能涉及到收集、使用儿童

个人信息的企业, 都必须正视这部行政规章。 

 

一. 《儿童信息规定》的适用 

 

根据《儿童信息规定》, 网络运营者在中国

境内通过网络收集, 储存, 转移, 披露儿童

个人信息的, 均受到这部行政规章的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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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 《儿童信息规定》是对中国境内的行为具有管辖权。无论行为主体是否是中国公民或中

国企业, 只要在中国境内从事了涉及儿童个人信息的有关工作, 都受这部规章的管辖。外国公司

在中国境内通过网络收集儿童个人信息的, 也必须遵守《儿童信息规定》。《儿童信息规定》所

称的网络运营者, 如同《网络安全法》的定义一样, 不仅包括传统上的互联网企业, 也包括在零

售、医疗、健康, 科研, 交通, 教育等行业使用 APP 或其他网络终端, 以及通过可穿戴设备收集

个人信息的网络运营者。以医疗健康行业为例, 如果为儿童提供治疗服务或开展针对儿童的临

床实验时, 通过网络收集处理儿童有关个人信息的, 或者在远程医疗设备上收集儿童有关的诊

疗和健康信息的, 都会被纳入这部行政规章的管辖范围。 

 

二.《儿童信息规定》的内容 

 

 

《儿童信息规定》进一步强化和细化了《网络安全法》下个人信息保护的要求, 并对网络运营

者再收集, 储存, 转移和披露儿童个人信息上提出了具体的行为准则。实际上, 这些准则也并不

是凭空产生的, 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借鉴了之前的立法实践。  

 

(一) 对《电信和互联网用户个人信息保护规定》的借鉴  

 

《网络安全法》仅仅对个人信息保护提出了原则性的规定。但是, 工信部 2013 年颁布和实

施的《电信和互联网用户个人信息保护规定》则有着较为具体的, 针对收集和使用电信用

户和互联网用户个人信息的规则。《儿童信息规定》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参考了本规定的

内容。 

 

第一, 《儿童信息规定》规定收集个人信息所需要告知的事项, 包括收集, 使用个人信息的

目的、方法, 查询或更正个人信息的途径, 以及拒绝收集个人信息可能带来的后果; 第二, 

《儿童信息规定》要求网络运营者采取加密等技术措施, 保障个人信息安全; 第三, 在发生

重大个人信息泄露事件时, 《儿童信息规定》要求网络运营者向主管机关报告。 

 

实际上, 《儿童信息规定》将原先仅仅适用于保护电信和互联网用户个人信息保护的要求

扩展适用到所有涉及收集, 储存, 转移和披露儿童个人信息的所有网络运营者。换而言之, 

对于医疗健康企业而言, 他们并不是电信经营企业, 也并不一定构成互联网经营企业, 但

是只要在医疗活动中, 在临床试验中, 将儿童个人信息录入计算机系统或者通过远程医疗

设备收集儿童个人信息的, 都将适用类似于《电信和互联网用户个人信息保护规定》中的

相对具体和严格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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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规定对于一直以来以高标准开展个人信息保护实践的医疗健康企业而言, 可能并不构

成沉重的额外负担, 但是个人信息保护水平较弱的企业而言, 则意味着他们有必要采取措

施以提高保护水准。 

 

(二) 对《个人信息安全规范》的借鉴 

 

针对《网络安全法》下对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比较原则性这一情况, 2018 年 5 月 1 日生效

的《个人信息安全规范》则将《网络安全法》下的这些规定具体化, 并在事实上成为保护

个人信息的重要行为指引。《儿童信息规定》也借鉴了《个人信息安全规范》的部分规则。

比如, 第一, 隐私保护政策, 必须清晰易懂; 第二, 信息主体可以撤回收集个人信息的同意; 

第三, 网络运营者在转移儿童个人信息或者委托第三方处理儿童个人信息时, 要开展安全

评估。这些具体要求都可以在《个人信息安全规范》中找到踪迹。 

 

《儿童信息规定》对《个人信息安全规范》的借鉴, 实际上意味着将《个人信息安全规范》

中一些推荐性的行为标准, 通过立法程序上升到行政规章的层级, 从而成为具有法律约束

性的行为准则。这对于一些轻视甚至忽略推荐性标准的企业而言, 则意味着其需要大力提

升其个人信息保护水平。 

 

即使很多大型的医疗健康企业在《儿童信息规定》出台之前, 已经参照《个人信息安全规

范》制定了保护个人信息的行为准则, 但是在具体适用该些规则时, 仍然可能存在一些困

难。比如《儿童信息规定》要求隐私保护政策必须清晰易懂, 但在医疗行业, 比如临床试

验过程中本身存在大量医学术语的情况下, 隐私保护政策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做到清晰易懂?

又如, 在国际化处理儿童个人信息的过程中, 将儿童的个人信息传输到境外, 是否意味着

同时要经过个人信息转移的安全评估和信息出境的安全评估?前者根据《儿童信息规定》应

当由企业自行或委托第三方评估, 后者则根据 2019 年 6 月 13 日发布的《个人信息出境安

全评估办法(征求意见稿)》由省级网信部门组织评估。 

 

(三) 《儿童信息规定》的新设行为要求 

 

在《儿童信息规定》中有两条新设的要求, 值得引起注意。 

 

其一, 根据《儿童信息规定》第八条, 网络运营者应当设置专门的儿童个人信息保护规则

和用户协议, 并指定专人负责儿童个人信息保护。这条规定似乎要求企业在收集和使用成

人的个人信息保护规则之外, 还必须另行制定关于收集和使用儿童个人信息的保护规则。

对于保护水准比较高的企业而言, 二者是不是可以是基本相同的?此外, 负责儿童个人信息

保护的个人必须是全职的, 还是可以与企业现有的隐私或信息安全负责人是同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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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 根据《儿童信息规定》第十五条, 网络运营者工作人员访问儿童个人信息的, 应当经

过儿童个人信息保护负责人或者其授权的管理人员审批, 记录访问情况, 并采取技术措施, 

避免违法复制、下载儿童个人信息。这条规定要求企业建立严格的内控制度。虽然这并不

是难以实现的管理措施, 却也会给企业带来不小的行政负担。尤其是, 在医疗活动中, 或者

使用可穿戴设备的过程中, 儿童个人信息和成人个人信息可能是混合在一起的, 这项要求

也实际上拔高了对成人个人信息的保护水准。 

 

三.《儿童信息规定》的启示 

 

 

《儿童信息规定》是在《网络安全法》之后, 第一部正式颁布生效的具体规范个人信息保护要

求的行政规章。它不是指南或指引, 而是正式的规范性文件; 它也不是征求意见稿, 而是已经颁

布的行政规章。它给企业带来重要启示。 

 

一方面, 《儿童信息规定》为保护儿童的个人信息设定了较高的标准。对于医疗健康企业而言, 无

论在诊断活动中还是在研究过程中, 抑或是通过移动可穿戴设备收集个人信息, 儿童的个人信

息和成人的个人信息往往一同收集和存放。如果将二者分离开适用不同的准则, 不仅成本巨大, 

而且业务上可能也不可行。因而, 实际的结果可能就是儿童和成人的个人信息保护都适用一个

较高的规则。并且, 实际上也由一个或一组隐私专员管理负责。 

 

另一方面, 作为一部加强保护个人信息的行政规章, 《儿童信息规定》在很大程度上细化了《网

络安全法》下的个人信息保护规则。这些规则在很大程度上也可能会成为后续个人信息立法的

参照。尤其是, 对于医疗健康行业, 在业务活动中接触的信息很有可能涉及个人健康, 其敏感性

要求适用较高的个人信息保护水准。因此, 《儿童信息规定》中的有关要求, 可以作为医疗健康

企业制定隐私保护政策的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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