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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法律评论（第14卷）》

内容概要

《网络法律评论(第14卷)》讲的是在发展过程中，通讯的各个特色，栏目得到坚持并形成了一系列深
入研究域内外互联网法律与公共政策的理论文章，因此本卷编撰的目的在于向政产学研各界展现这些
理论研究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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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按照欧盟《指令》，无论是进入权、知情权，还是反对权等，都是消极性的人格权
，即个人对其信息只享有人格权而不享有积极性的财产权。在此立法下，个人如果要行使自己的这些
权利，在逻辑上必须以其知道自己的个人信息何时、何地被何人搜集、存储、加工和使用为条件。如
果这个条件不具备，立法所规定的个人权利就会流于形式而根本无法实现。显然，面临无处不在、无
时不有的秘密信息搜集、加工、传播和使用行为，《指令》给予个人的这些权利基本上无法实现。实
际上，《指令》所规定的这些权利只能适用于20世纪70年代极少数公共机构和大型企业收集、加工和
使用个人信息的非网络时代，而根本无法有效地适用于当今高度发达的网络时代。尽管欧盟各国在自
己的立法中广泛对非法搜集、加工和使用个人信息的行为实施行政和刑事制裁，但是，如果由信息所
有人举报才能将这些措施辅助实施的话，那么，由于个人很难发现这些非法搜集、加工和使用个人信
息行为而落空；如果是由执法机关主动执法查处的话，那么，其执法成本将是巨大的，其效果也将非
常不理想。由此，《指令》所赋予信息所有人的权利仅仅具有形式意义。 同时，由于个人信息已经越
来越成为重要的商品，而在此立法模式下，法律拒绝承认个人对其信息商业价值的支配权，因此，个
人信息的商业价值在事实上几乎完全被商家独占。这样，对于那些未经许可擅自收集、加工、使用或
买卖个人隐私而牟利的商家而言，就不需要承担较大的风险成本；即使被发现和提起诉讼，按照《指
令》的规定，一般只承担停止侵害、赔礼道歉等比较轻微的非财产责任形式；即使是抚慰精神损害，
通常需要由受害人承担具体的证明责任，而且，这种损害赔偿的数额相对于商家所获得的利润往往是
很小的，由此，这种立法在客观上就会纵容隐私侵权行为，从而不利于其保护隐私权之立法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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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法学是人类古老的学问，网络是当代新奇的发明。二者之间的结合产生了一门新学问：网络法学
，网络技术给法学及法律的发展提供了前人无法想象的空间，同时也给传统法律理论和法律规范提出
了此起彼伏的难题。法律人在新空间里解决新问题，将使老学问焕发新青春，仿佛老树由于嫁接而获
得新生机，开出灿烂的花，结出丰硕的果。《网络法律评论》让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前景。 　　——北
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贺卫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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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网络法律评论(第14卷)》中各期栏目的主题是通讯编辑部根据当时互联网法律与公共政策领域发生
的热点问题而设定的，在主题基础上编辑部通过组织一组内容相近或相反的文章进行深入探讨，达到
既回应互联网时事之效，又可收学术深入研讨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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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法学是人类古老的学问，网络是当代新奇的发明。二者之间的结合产生了一门新学问：网络法学，网
络技术给法学及法律的发展提供了前人无法想象的空间，同时也给传统法律理论和法律规范提出了此
起彼伏的难题。法律人在新空间里解决新问题，将使老学问焕发新青春，仿佛老树由于嫁接而获得新
生机，开出灿烂的花，结出丰硕的果。《网络法律评论》让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前景。 ——北京大学法
学院教授 贺卫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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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这期是《互联网法律通讯》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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