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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学界中对于被遗忘权的主流观点依旧是立足于民事权利基础理论，对被遗忘权作为一项宪法权利或

者公法权利讨论甚少。对我国宪法法律体系进行梳理，不难看出被遗忘权是作为一种隐含的宪法权利存

在于法律体系中的，这种人格尊严的内涵体现无论从私权利还是公权力角度都证明了被遗忘权是一项普

遍存在于生活中的宪法权利。本人通过对被遗忘权民事权利基础的思考，围绕被遗忘权内容、目的和限

制等方面进行证成，希望能为被遗忘权在宪法领域的发展起到贡献作用。 
 
关键词 

个人信息权，被遗忘权，法律基础，宪法权利 

 
 

Forgotten Right as the Constitutional  
Basis of Legal Rights 

Peng Huang 
Law School, Guizhou Minzu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Received: May 4th, 2023; accepted: May 15th, 2023; published: Jul. 17th, 2023 

 
 

 
Abstract 
At present, the mainstream view in the academic community on the right to be forgotten is still 
based on the basic theory of civil rights, and there is little discussion on the right to be forgotten 
as a constitutional right or a public law right. It is not difficult to see that the right to be forgotten 
exists in the legal system as an implicit constitutional right when combing the constitutional and 
legal system of China. The connotation of this kind of human dignity reflects that the right to be 
forgotten is a constitutional right that exists universally in life, wheth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ivate rights or public power. Through my reflection on the civil rights foundation of the right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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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 forgotten, I have demonstrated the content, purpose, and limitations of the right to be forgot-
ten, hoping to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ight to be forgotten in the constitutional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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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信息突飞猛进发展的时代，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规范得以完善是公民信息民主权益享受的法律基

础，而被遗忘权这一紧密关联的信息权利更显得尤为重要。但目前学界中对于被遗忘权的主流观点依旧

是立足于民事领域，虽然这种观点具备理论相当的合理性，但是从宪法的维度进行分析时，可以发现被

遗忘权是一项隐含的宪法权利。因此，首先探索被遗忘权的概念基础，其次对被遗忘权民事权利基础做

出思考和认识，最后构建被遗忘权法律体系，是讨论被遗忘权作为法律权利的宪法基础这一研究的路径

选择。 

2. 被遗忘权概述 

自 2015 年我国被遗忘权第一案(任甲玉诉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案 1)以来，被遗忘权逐渐在学

界和实务届中得到讨论。通过 CNKI 数据平台“被遗忘权”关键词数据检索，共有学术期刊 357 篇，学

位论文 278 篇。2 对于“被遗忘权”的界定上，王利明教授认为：“个人信息权实质是个人对自身信息数

据的一种控制权或自决权。”[1]杨立新和赵鑫认为：“被遗忘权是指自然人在个人信息处理中，对处理

目的已经实现、无法实现或者不再必要的个人信息，未被个人信息处理者主动删除的，所享有的请求删

除个人信息的权利。”[2]郑贤君教授认为：“宪法上的被遗忘权，是指个人有权抵制国家机关和公权力

擅自塑造个人经历或记忆，具体指个人有权要求国家机关或者公权力组织删除或者更正有关个人不良、

不准确、不完善或者过时信息。”[3] 
“被遗忘权”性质认定上主要四种不同的学说，即“个人信息权说”、“隐私权说”、“信息流通

共同体说”和“信息自决权说”。徐家力教授支持“个人信息权说”，认为被遗忘权是个人信息权的一

种特殊表现形式，应当归入个人信息权的范畴[4]。邵国松教授认为，被遗忘权能够有力加大个人信息隐

私保护的力度，是隐私权保护的必然发展趋势[5]。王凌皞副教授认为，从权利的规范性基础看，对被遗

忘权的正面辩护很大程度上与隐私权的根本要旨相重叠[6]。他们是“隐私权说”的赞成者，都认为被遗

忘权就是隐私权；丁晓冬教授则主张“信息流通共同体说”，认为我国法律实践所规制的是个人信息被

使用的方式是否正当，其目的是确保信息的流通更为合理，更为符合共同体的预期[7]。对“信息自决权

说”而言，薛丽博士则认为被遗忘权的属性是信息自决权[8]。通过对不同学者的观点归纳，可以发现对

于被遗忘权的概念性基础更多的是体现在私法(民法)的角度，从宪法角度讨论被遗忘权则具备了相当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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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5)一中民终字第 09558 号民事判决书。 
2数据来源于“检索–中国知网”，2023 年 1 月 15 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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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性和法理性。 

3. 被遗忘权民事权利基础的思考 

《个人信息保护法》颁布实施以来，不少学者对该法第四十七条 3 的理解和分析，提出了删除权包

含被遗忘权的观点。这类学者认为，在《民法典》和《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应规定下，对

于个人的正当合理的信息权利保护已经提供了充足的保障，而删除权的相关适用条件以及规范的范围可

以涵盖至被遗忘权，因此没有必要在另行规定被遗忘权。2021 年颁布实施的《民法典》人格权编中的删

除权 4，就为这类学者的观点提供了民事权利基础的依据。已有的被遗忘权研究中，存在较大的声音就是

将被遗忘权与删除权进行关联分析，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被遗忘权就是删除权；二是被遗忘权为删除

权的特殊情形。 
被遗忘权包含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 5，这就意味着单独从民事法律权利的角度思考被遗忘权还是存在

一定的局限性，正如王义坤助理研究员和刘金祥教授在《被遗忘权本土化的路径选择与规范重塑——以<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47 条为中心》一文中提到的部分学者质疑的删除权作为被遗忘权本质的局限性 6。虽

然目前我国对于被遗忘权在司法实践上并没有得到支持，研究讨论也集中于民事领域，但是从其权利消

极方面而言，避免个人的过往被负面的信息造成不良的影响，那么从公权力的角度予以介入的方式更能

起到保障作用，将被遗忘权作为一项宪法权利进行认识更有利此项权利的法律价值的发挥。 

4. 被遗忘权宪基本权利基础的认识 

在我国，被遗忘权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范，在司法实践和学界中的存在表述以及存在必要均是各家

争议。但是深入剖析我国法律规范体系，可以发现被遗忘权却以一种较为隐含的方式存在于我国的法律

体系之中，而且这种隐含的存在方式如同一项宪法权利贯穿于不同的部门法，以个人尊严的内涵形式规

范于各个法律文本之中，起到了既可以抵制私权利之间的侵害，又可以督促公权力积极作为，避免公权

力的行使给个人就被遗忘权的享有存在不当侵害。 
目前学界对于被遗忘权隐含的存在讨论，主要的规范依据是基于我国宪法规定的人格尊严及其相关的

条款之中。通过我国《宪法》的条文的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规定的解读 7，

可以得知被遗忘权归属于人权的序列，应当受到国家的尊重和保护。虽然没有明确被遗忘权的法律地位，

但是隐含存在的现象确实频繁存在于不同的方面，例如有学者认为被遗忘权作为隐含的宪法权利，存在

于“尊严、幸福追求权、人格理论、隐私理论、个人信息(数据)权以及马克思发展理论”等理论和权利中，

通过与宪法列举的人权尊严、信息自由等权利的关联分析，表明被遗忘权这一权利就是宪法基本权利的

 

 

3《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四十七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主动删除个人信息；个人信息处理者未删除的，

个人有权请求删除：(一) 处理目的已实现、无法实现或者为实现处理目的不再必要；(二) 个人信息处理者停止提供产品或者服务，

或者保存期限已届满；(三) 个人撤回同意；(四) 个人信息处理者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违反约定处理个人信息；(五) 法律、行

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4《民法典》人格权编第一千零二十八条规定：“民事主体有证据证明报刊、网络等媒体报道的内容失实，侵害其名誉权的，有权

请求该媒体及时采取更正或者删除等必要措施。”第一千零二十九条规定：“民事主体可以依法查询自己的信用评价；发现信用

评价不当的，有权提出异议并请求采取更正、删除等必要措施。信用评价人应当及时核查，经核查属实的，应当及时采取必要措

施。” 
5被遗忘权概念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积极方面，即“令他人忘记自己的过往”，二是消极方面，即“避免个人被过往的负面

信息所缠绕”。 
6第一，删除权的预防性带来局限；第二，删除权的内涵和判断标准不明确；第三，强制他人删除信息缺乏有力的科技手段和法律

安排。 
7《宪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第三十八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第三十

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第四十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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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理事实。 

5. 宪法基本权利视野下的被遗忘权法律体系构建 

5.1. 我国宪法上的被遗忘权的内容 

步入数字时代，公民的信息在信息共享化、交流化的形势下保护的必要性显得尤为重要。为保障公

民扩大宪法基本权利得到享有与行使，将被遗忘权以宪法性地位突出体现既是法治完善的需要又是公民

权利扩展的需要。同时，既是《个人信息保护法》第一条 8 立法规定的实践体现，又是我国《宪法》第

三十八条 9 的题中应有之意。被遗忘权的提出，让公民对于某些不良的数据获得了一种个人信息保护的

权利。通过控制个人信息处理活动，在不限制个人信息自由流动和利用的前提下，确保个人信息处理不

会逾越人格尊严底线。在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过程中，无论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等，需要通过赋予

个人知情、决定、查询、复制、更正、携带、删除等一系列工具性、中介性、程序性的权利，以实现其

与信息处理者之间的制衡结构。宪法上的被遗忘权应当是人格尊严的进一步细化的权利，是公民对个人

信息的合法合理的使用，是对个人信息的舍弃做出意志内的处分，并且这种权利的行使也是在法治体系

上对于个人信息处分的制度完善，是在《民法典》和《个人信息保护法》等与公民信息息息相关的法律

法规从宪法基本权利的层面进行统筹和规范，使得相关联的权利从宪法的高度体系化。 

5.2. 我国宪法上的被遗忘权的目的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

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要健全保证宪法全面实施的制度体系，更好发挥宪法

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维护宪法权威。宪法是调整国家和公民之间的法律关系，宪法上的被遗忘权

不同于民事法律关系中的被遗忘权，在目的上更多的体现于对公权力的规范，是要求公权力删除或者变

更某些不良信息，本质的目的就是抵制公权力对个人信息的滥用。通过宪法的规范将被遗忘权的系列关

系做出明确立法，是与法律关系，即平等主体之间侵权行为的补充和完善。权利具有动态性，在不同的

经济、社会和历史条件下，一项权利在新的技术和社会条件下可能会赋予权利人新的权能。10 宪法上的

被遗忘权能对信息时代的信息共享、信息流通起到法治上的保障作用，对公权力做出制约和抵制也能在

更大程度上将此项权利所覆盖的内容具体化、实践化。 

5.3. 我国宪法上的被遗忘权的限制 

宪法上的基本权利限制主要体现在公共利益和他人的利益上，这是从国情角度出发做出的一种考虑，

在法治中以我国《宪法》第五十一条规定 11 进行具体化，即公民在行使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自由以及其他

权利时，需要以国家、社会、集体和其他公民的合法权利不受侵害为前提。对于被遗忘权而言，附属于

宪法的基本权利，自然而然也具有限制使用的情形，例如在司法系统中通过“裁判文书网”和“执行信

息公开网”等方式行使国家权利时，当事人就不得以被遗忘权的适用而违反其限制的规定。从公共利益

的角度出发，任何一项权利的均不是毫无规范的行使，都应当维护国家、社会的利益，保护其他公民的

 

 

8《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一条：为了保护个人信息权益，规范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促进个人信息合理利用，根据宪

法，制定本法。 
9《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

害。 
10有关权利动态性的讨论可参见 Joseph Raz, The Morality of Freedo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171。 
11我国《宪法》第五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

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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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权利。 

6. 结语 

信息是沟通的客体，是存储、修改和删除记忆的载体，个人信息的合法合理的处分是法治进程中法

律规范完善的极大体现。虽然目前我国的法治体系中对于被遗忘权并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而且较大程

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民事关系领域，但是并不能否定被遗忘权以宪法基本权利存在的法律事实。被遗忘

权以现行宪法“人格尊严”隐含为首，通过《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侧面体现为辅的形式

表现出其应当独立以基本权利存在的需要。当然，被遗忘权的行使依旧需要受到公共利益的限制，这是

一项法律保留的体现。为构建出一套结构更加稳定、内容更加丰富的被遗忘权宪法权利法律体系，需要

从其内容、目的和限制因素进行深入的认识和理解，结合宪法上被遗忘权和民事法律关系中的被遗忘权，

将被遗忘权作为法律权利的基础建立于宪法体系，并将其作为一项普遍于生活交流中的宪法基本权利。 

基金项目 

贵州民族大学校级课题项目“民主法治示范村”创建现状调查与研究——以贵阳市南明区永乐乡水

塘村为例(20222MYB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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