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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下社会隐私权侵犯问题呈现出受害群体不断扩大、侵犯难度不断降低的趋势，几乎每个人都经历过不

同程度的隐私权侵犯问题。隐私权作为与个体人格、生活密切相关的权利内容，对其保护之研究还存在

许多理论与实践方面的不完善，应当受到更多关注。隐私权的特性决定了其保障需要法律提供明确要求，

更需要提升公民自身对个人隐私的保护意识和对他人隐私的尊重态度，只有运用好法律和道德双重保障，

隐私权问题才能得到有效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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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the problem of privacy infringement in society shows a trend of expanding victim 
groups and decreasing the difficulty of infringement. Almost everyone has experienced the prob-
lem of privacy infringement to varying degrees. As a right content closely related to individual 
personality and life, there are still many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mperfections in the research of 
privacy protection, which should be paid more attention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rivacy deter-
mine that the protection of privacy requires clear requirements provided by law, and it is more 
necessary to enhance citizens’ awareness of personal privacy protection and respect for others’ 
privacy. Only by making good use of both legal and moral protection can the privacy problem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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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ively sol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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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下科技的飞速发展和信息的急剧增长，使我们获取信息资源的便捷程度大大提升，而“他者”获

取我们自身的信息也同样并非难事。由此，信息的肆意获取和自身信息安全的不确定性给人的思想和行

为产生明显的影响：通过特定渠道可以获取的丰富“资源”使人们不用付出金钱便获取想看的电影、想

读的书籍；素未谋面的人们通过各种网络平台“分享”着充分满足人的猎奇心理的真假难辨的“小道消

息”；手机、电脑等工具时常弹出“可能存在浏览隐私泄露风险”的页面提示；手机的骚扰信息、骚扰

电话数量不断递增等等。也有人已经发出此类感叹：“当今网络时代大家都是透明人，不存在真正的隐

私。”而仔细想来，每个人都是这种现象的受害者，又同时是这种现象的助推者。要真正改善隐私信息

被非正当获取传播、保障人们的隐私权，需要同时以道德和法律为抓手共同促进隐私权问题的改善。 

2. 关注与思索：加强隐私权保护的必要性 

2.1. 科技发展导致隐私泄露日益严重 

生活中几乎每个人都会遇到不同程度的隐私泄露问题，例如骚扰电话已经成为日常生活中几乎每个

人都遇到过的问题，同时科技发展大大降低了骚扰成本——如 AI 电话、自动拨号、变号电话等，提高了

骚扰效率，由此成为受众极广的骚扰和隐私侵害现象。又如各大网站平台设置的默认选项，对使用对象

的行为选择产生了明显影响：首先默认选项会对某些主体形成一种参照选项和推荐选择，其次，有些不

熟悉平台操作的用户会产生接受默认选项的倾向和行为，同时默认选项使得使用者的隐私权也在一定程

度上没有得到良好保障，如抖音等平台的个人喜欢在未人为更改的情况下是默认所有人可见的，但这并

不能代表用户自身的选择，而是软件在用户未参与的情况下提前设置好的；又如许多默认选项字体颜色、

大小等设置导致极易被用户所忽视，从而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许可了默认选项。此类提前设置好的选项或

极易被忽视的选项则很可能与用户自身意愿相违背，在一定条件下损害用户隐私权。 
不仅科技掌握者在今天能够轻而易举地获取其想要的个体信息，甚至普通民众在发达且便意的科技、

数据信息等的支持下能够对他人隐私信息进行获取，最常见的就如公众集体对某对象进行“人肉”，短

期内将对象的信息及隐私在公共平台广泛传播，表现出获取他人隐私信息的快速性及可完成性。 

2.2. 利益驱使下对他人隐私的有意侵犯 

隐私权最初的含义是一种消极防御禁止他人侵害，排斥他人干涉的不被打扰的权利。而在当今科技

和信息占据主要地位时代，隐私权的内涵已经发展为“信息自决权”，“隐私就是我们对自己所有的信

息的控制”，能够带来巨大的商业价值。全球范围内贩卖他人信息、用户信息被盗已经成为十分常见的

问题，如引起巨大震动的 Facebook 信息泄露事件，5000 万客户信息被泄露的庞大数据引起大众的深刻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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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同时此次事件暴露出来的更多信息也使我们看到了大数据时代下信息能够产生的巨大威力——大数

据的作用领域已经不局限于常规的经济、金融等方面，而且对政治也能够产生巨大影响。 
美国一个数据分析公司的广告语是“我们定位你的选民，打动他们让他们采取行动”。公司可以通

过数据信息分析用户们的行为模式、性格特征、价值观取向、成长经历，可以针对用户在 Facebook 上点

赞的情况可以推测出用户的性别、性取向、教育情况，甚至儿童时期是否经历过心理创伤。在准确把握

客户后精准投放引导性信息，基本可以决定客户的行为行动，同时也能够通过有针对性地推送信息和竞

选广告来影响美国选民在竞选中的投票。又如日常生活中我们也许偶然填写了与自身需要相关的问卷调

查，但随之而来的是各领域各类型的推销、骚扰电话数量急剧增加，而普通民众无从得知自己的信息究

竟是怎样被交换、泄露或者是贩卖到其他人手中。 

2.3. 隐私权保障为人格权提供支持 

不同国家对于隐私权和人格权的保护范围和两者之间关系的界定有所区别，但可以确定的是隐私权

和人格权的保障有着密切联系。我国《民法典》人格权编第六章对隐私权与个人信息保护作出规定，其

中第 1032 条明确了隐私权内容和隐私定义，表示自然人均享有隐私权，隐私权的内容包括隐私享有权、

隐私维护权、隐私公开权等，并第一次对隐私的定义作出界定，“隐私是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

为他人所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在美国法中，隐私权保护的范围不仅涵盖姓名、肖

像等具体人格利益，更延伸至自由、尊严等一般人格利益，因此其发展成为一种包罗万象的“综合性”

权利，隐私权实际上就发挥着保障一般人格权的作用。而在德国，隐私权被认为是一般人格权在私生活

上的具体化，一般人格权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1]。 
无论各国各地法律对隐私权具有怎样的内涵定义，但可以由其共同内容指向得出，良好的隐私保护

制度是保障和促进个人人格稳定和发展重要因素，隐私权的侵犯往往伴随着对个人人格的侵害，而人格

侵害的高度不可逆性及属人性就要求对其做前置保障，完善的法律道德保障制度便尤为重要。 

3. 深思与解读：法律之于加强隐私权保障的效力与局限 

3.1. 法律对公民隐私权具有一定保护作用 

包括隐私权侵犯在内的许多社会问题的出现，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体制机制保障有待健全、法律

保障有待提升和细化的问题，法的强制作用就是利用国家强制力量制裁违法行为，通过制裁可以加强法

的权威性，保护人们的正当权利，增强人民的安全感，维护社会生活秩序。如随着网络时代的发展，网

络隐私权被侵犯的案例频发，也有越来越多人关注网络隐私权，意识到在网络上也要保护个人隐私，以

防被泄露，但现有法律法规的支撑力度还有待加强导致依然有空可钻，隐私侵犯问题屡禁不止。 
毫无疑问，法律制度以其强制性、惩罚性等特点对于预防和减少隐私权侵犯问题有着重要的保障和

兜底作用，是维护社会正常秩序以及规范行为、限制隐私侵犯及人格侵害的重要手段，是外在力量对人

的行为进行规范的有效力量，无可否认，法律对个体隐私权利进行保障起着不可忽视的兜底和强制作用，

是社会运转以及社会交往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2]。 

3.2. 法律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隐私权保障问题 

法律的强制力对包括道德问题在内的社会问题具有一定的遏制作用，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首

先，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追逐利益的实现方式更加多样，个人信息便是能够带来巨大利益的因素之一。

庞大利益的诱惑驱使着一部分群体想尽方法侵犯他人隐私，而由于法律自身的局限性、对此类行为的后

果判定等因素的影响下，使得我们无法运用法律杜绝此类现象。其次，隐私权具有极其特殊的属性，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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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隐私权受到侵犯，发生的后果是难以补救的。法律通常与经济相关，当个人隐私已经被泄露、信息已

经被窃取、名誉已经被侵害时，法律对个人隐私侵犯的惩罚措施通常以经济手段为主，而这对受害者来

说补救意义非常有限，有些对被侵犯主体已经造成的不良后果难以通过法律惩处加以挽回[3]。因此，道

德规范及公民道德素养的提升是促进隐私保障的重要途径和对法律的必要补充，只有法律和道德共同作

用与社会规范和公民行为的影响，才能够从内在道德素养和外在社会规范的双重作用下将隐私权侵犯问

题的出现降到最低[4]。 

4. 审视与剖析：道德补充保护隐私权的必要性 

4.1. 促进人主体性的发展 

隐私保护与隐私权的维护是以人为出发点、同时维护社会公正及秩序的重要内容，因此首先之于个

体人格及主体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德国为例，其隐私权的保护范围是使个人享有一个自我生活形成

的自主领域，在此领域内能够获得排除他人干预而发展、实现其个性的条件，要有属于自我存在的领域。

发展个人爱好、宣泄情绪、放松心情、遵从自己的内心偏好，这对于每个个体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生活

组成部分和积极内心体验，是促进个体主体性发展的重要保障，是个体发展成为有思想、有特点的人的

重要条件。对个体进行良好的道德品质的教育引导，有助于其成为具有积极意义的个体维护他人权利，

同时促进个体养成并不断发展提升自我的主体意识。只有个人主体性发展空间及主体发展隐私得到充分

保障，个体才能够充分在自身自由领域内实现主体性的释放与发展，由此成为更加具有活力、更加具有

积极意义的生命个体。 

4.2. 公民自治促进实现美好生活 

“不管一个社会如何开放，都总是存在着偏离规范的行为将导致严厉惩罚的危险。对这种敌对反应

的预期产生一种抑制性效果。为了使个体能够仔细考虑和确立他的观念，就需要有隐私。”我们在承认

法律强制保障作用的同时必须看到，各种社会因素和个体主体性等复杂多样的因素具有对法律产出冲击

的可能性，法律对此类侵犯行为无法做到完全禁止，甚至违背法律后的惩罚条例只能成为对被侵犯个体

不具有补偿意义的后期挽救[5]。 
内在思想和道德的约束是相对于法律而言更加深层次的约束力量，只有完成公民对隐私权的道德认

识和认同、充分实现公民内心对制度和法律要求的认同，培育对自身由思想到行为进行约束进而发展自

身人格的主体性，促使非道德行为或违法行为成为民众内心普遍遵从的禁止准则、社会在民众素质提升

后实现更加和谐的运转与发展，符合当前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与追求，促进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解

决，才能真正从根本上避免包括隐私权侵犯在内的可能出现的冲击法律和道德的行为。 

4.3. 保障政策良性运行 

隐私权保护不仅体现在日常社会生活中，也影响着政策的落实推进。坚持贯彻落实以人为本需要相

关政策的落地落实，而在这一过程中有时需要匹配相应的人文关怀才能够更好发挥政策制度的效果。政

策的推进、制度的执行不仅需要标准的程序过程，也需要结合人文关怀因事而异，在推进过程中做好细

节考虑，才能真正发挥出台制定政策制度为民办实事、办好事的初心。 
现实生活中上述类型多有存在争议或值得探讨改进之处，如国家精准扶贫、高校贫困生资助等政策

的落实，需要充分考虑到受资助群体的隐私信息保护，一方面解决好了解学生信息与保护学生隐私之间

的关系，另一方面协调其资助信息一定范围内公示和受资助群体隐私及人格保障的关系。要协调好此类

关系、解决此类问题更加需要以道德素养和人文关怀为出发点和支撑对隐私保护、信息公开范围尺度等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2.117405


王盈 
 

 

DOI: 10.12677/ass.2022.117405 2961 社会科学前沿 
 

问题进行权衡，由此在保障对象群体的合理权益基础上实现相关制度的更好实施[6]。 

5. 发展与展望：促进隐私权保护的措施 

5.1. 加强研究信息公开与隐私保护之间的关系界定 

主体的言论自由、必要的信息公开都是社会文明和发展程度提高的表现，也是维护社会稳定和促进

发展的必要条件，而社会发展又带来了言论、信息处理不当导致的隐私权侵犯问题，因此处理好两者关

系对个人和社会都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完善两者关系有助于减少有人打着“言论自由”的旗号或凭借

法律在此方面的不完善、处罚力度不够等条件而肆意侵犯他人隐私权[7]。其次，个别人以个人隐私权的

名义抗拒或阻碍社会事务正常进展，以隐私权来掩盖个人不当言论或作为的调查和处理，或是盲目强调

个人隐私权，形成非“合理的隐私期待”，这也是需要避免的。我们既要保证信息时代给人们带来的获

取知识、交流沟通的便捷性，也要保护个人信息被他人出于追求利益或其他不道德的目的而滥用、侵犯

个人隐私权，造成对他人的伤害和社会不良风气的助长[8]。 

5.2. 构建正确价值导向及利益观 

面对频发的利用公众隐私谋利等隐私侵犯现象，既要通过设置专门的市场监管部门、提升法律覆盖

程度和处罚合理程度来对隐私权侵犯现象进行有效制约，也需要加强社会主义道德文化建设、提升国民

道德修养和内心素养，形成正确的利益观念和道德观念，将制度、法律的强制约束力和人们内心的自我

约束力结合起来。同时引导公民正确看待利益与道德之间的关系，因此可在道德规范中，一定程度地运

用利益手段可以激励公民的善行，同时将利益导向这一把双刃剑运用好，提高公民积极作为和遵守道德

的积极性，个体能够积极主动的奉献和牺牲，于国家和社会层面则应使奉献者得到应有的奖励和补偿，

同时使损人利己者得到应有的惩罚，由此强化公民道德认同并践行道德行为。 

5.3. 重视道德对隐私保护的自觉力量 

内心道德秩序观念是保障自身隐私及维护他人隐私最直接、最持久的力量，个体观念虽不如法律、

社会组织等对象具有更高权威性，但其能够以最终及时、最普遍的优势减少隐私侵犯问题的发生，是在

信息繁杂、科技飞速发展的当下不逾越隐私界限范围的准绳。要保护自身及他人隐私就需要个体自身具

有以正确道德观念为支撑的清晰明确的防范意识，因此需要加强对此类问题的教育和引导，使个体了解

在何种情况下需要提高自身信息保护意识、日常生活中怎样加强防范；同时需要养成尊重并积极保护他

人隐私的道德素养，正确认识和处理个人利益与他人权利之间的关系，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和秩序[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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