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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信息技术高速发展背景下，公民隐私权侵犯问题日益突出，对社会秩序和个人尊严构成威胁。针对这

一现状，本文主要研究内容聚焦于两个层面：一是深入剖析隐私权侵犯的现状、特点及其社会影响，明

确了隐私权保护的紧迫性；二是系统探讨隐私权的法律救济路径，包括理论基础和实践应用。本次研究

旨在构建更加完善的隐私权保护体系，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和社会的和谐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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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infringement of 
citizens’ right to privacy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prominent, which poses a threat to social order 
and personal dignity. In view of this situation, the main research content of this paper focuses on 
two levels: first,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status quo of privacy infringement, its characteristics and 
its social impact, which clarifies the urgency of privacy protection; second, systematic exploration 
of the path of legal remedies for privacy, including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and practical applica-
tions. This research aims to build a more perfect privacy protection system to safeguard the 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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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ghts of citizens and the harmony and stability of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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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的当下，公民隐私权保护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本文针对隐私权侵犯的现状、

问题及法律救济路径进行研究，旨在强调隐私权保护的紧迫性。分析发现，隐私权侵犯形式多样，包括

非法侦听、网络监控等，呈现出普遍性和上升趋势。这些行为不仅侵犯个人尊严，还影响社会秩序。本

文将从宪法和民法角度探讨救济路径，审视现行法律体系，提出优化建议，以期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理

论支持，推动隐私权保护法律体系的完善。研究具有深远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2. 公民隐私权侵犯的现状与问题 

(一) 隐私权侵犯的主要形式 
在信息技术快速发展与大数据时代背景下，公民隐私权保护越来越突出。隐私权是一项基本人权，

它关系到个人尊严，自由与保障[1]。但在科技手段多样化、社会监控普遍化的背景下，隐私权受到侵害

的问题日益严重。在对侵犯公民隐私权的现状及存在问题进行论述中发现，侵犯隐私权的行为主要表现

为入侵住宅，侦听，盗窃或者私拆他人书信等、公开揭露或者鼓吹他人隐私，骚扰，揭露和监控，侵害网

络隐私权等。这些侵犯行为包括非法侵入或者秘密进入其他人的房屋、非法监听手机或者网络通讯内容、

擅自调阅私人文件、擅自披露个人信息或者从事私密活动等，以及网络环境下的非法入侵，截获，骚扰

与揭露，例如非法入侵电脑，监听网络电话，使用恶意软件扰民等，这些行为严重地威胁着公民隐私权

与个人信息安全，也给社会稳定造成冲击。针对这类问题的严峻性，我们必须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进

行处理，只有建立一个较为健全的隐私权保护体系才能够确保公民基本权利的实现和社会和谐与稳定。 
(二) 隐私权侵犯的特点与趋势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网络环境的日益普及，公民隐私权的保护问题愈发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2]。在分析公民隐私权侵犯的现状与问题时，发现隐私权侵犯的特点与趋势表现为普遍性与逐年上升的

趋势，特别是网络隐私权的特殊性、多元性以及侵犯行为的认定难度，其中网络隐私权的侵犯更为复杂，

涉及电子邮件、域名、IP 地址等网络特有信息，且由于网络用户的匿名性和网页更新的频繁性，使得追

踪和认定侵权行为变得困难，加之网络隐私权侵犯的跨地域性和国际性，使得侵权影响无国界限制，这

些特点揭示了隐私权保护在网络时代下面临的新挑战，强调了加强法律保护、提升公众意识和技术手段

的必要性。必须加强法律保护、提升公众的隐私权保护意识，并利用先进的技术手段来应对这些挑战，

以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维护网络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三) 隐私权侵犯的社会影响 
科技的快速发展，尤其是云计算，物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等应用越来越广泛，使个人信息获取极为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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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进而加剧隐私权侵害现象。科技的进步使隐私保护面临更多难题，个人信息的易获取性威胁着个人

隐私，影响社会秩序与公共利益[3]。隐私权的侵害呈现出数据化，弥漫式的特点，借助网络的弱把关，

社交媒体的普及以及智能设备的整合等手段，隐私信息被曝光，继而有损个人尊严，扰乱社会秩序并影

响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这些冲击突出表明，强化法律保护，提高公众意识，运用技术手段维护隐私权具

有紧迫性。只有构建较为健全的隐私权保护机制才能够有效地应对大数据时代所带来的各种挑战，保障

公民基本权利和确保社会和谐与稳定。 

3. 法律救济路径的理论基础 

法律救济路径的理论基础包括隐私权的法律保护原则与现行法律体系中的隐私权救济机制，具体见

图 1。 
 

 
Figure 1.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of legal remedies pathways 
图 1. 法律救济路径的理论基础 
 

(一) 隐私权的法律保护原则 
在分析公民隐私权侵犯的法律救济路径时，隐私权的法律保护原则构成了理论基础。《民法典》明

确规定了隐私权的全面保护范围，涵盖私人生活安宁、私密空间、活动和信息，并强调个人信息保护需

遵循“合法、正当、必要”原则，确保信息收集和处理符合法律规定和双方约定[4]。此外民法典详细列

举了侵害隐私权的行为，如侵扰私人生活、非法侵入和窥视私密空间、拍摄和公开私密活动等，以脉络

清晰的方式强化了隐私权的法律保护。通过对隐私权法律保护原则的深入探讨，本次研究明确了《民法

典》在保护公民隐私权方面的重要作用。隐私权的全面保护范围和具体的侵害行为列举，为公民隐私权

的法律救济提供了明确的依据和操作指南。 
(二) 现行法律体系中的隐私权救济机制 
隐私权受到侵害，不仅有损个人尊严，而且危及社会秩序与公共利益。中国目前的法律体系对侵犯

公民隐私权的救济机制主要是通过《民法典》与《个人信息保护法》来完成[5]。《民法典》对隐私权保

护进行了明确规定，涉及私人生活宁静以及私密空间，事件，信息等内容，《个人信息保护法》将决定权

作为一种观念予以确立、知情权是个人信息权利体系的核心，它由查阅，复制，反对，更正，删除以及可

携带权等权利构成，保障了个人信息办理的正当性、正当性与必要性为侵犯个人隐私权提供法律救济途

径。这些法律规定在明确隐私权保护范围的同时，还对个人信息处理给出了清晰的指导原则与权利体系，

保障了其合法性，正当性与必要性。 

4. 公民隐私权侵犯的法律救济路径分析 

(一) 从宪法角度探讨救济路径 
在当前大数据时代，公民隐私权的宪法保护面临显著不足。尽管《民法典》在私法领域对隐私权有

了明确的法律定义，但在宪法层面，隐私权的界定和保护仍需进一步明确和强化。目前，我国宪法对隐

私权的保护不够充分，主要体现在隐私权的宪法价值未得到足够重视，以及隐私权保护模式的缺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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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上，如美国和欧洲国家等宪政发达的国家，高度重视公民隐私权利的保护，将其视为基本人权。相比

之下，我国宪法在保护公民隐私权利方面，无论从基本内容到程序保障，都存在明显的不足。因此，改

革现行宪法，强化隐私权的宪法保障，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 
(二) 从民法角度探讨救济路径 
在《民法典》实施的背景下，尽管个人信息与隐私权在法律上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护，但仍存在明

显的不足。个人信息的法律属性定位不够明确，信息主体对个人信息享有的权利内容，包括人格利益和

财产利益，尚未有明确界定。现有的民法体系在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救济措施规定上存在缺乏，特别是对

个人敏感信息数据的保护不力。个人信息保护的实际效果与法律预期之间存在明显落差，侵权事件屡见

不鲜，反映出《民法典》对个人信息的法律定位和保护路径选择仍需商榷。例如，信息主体对个人信息

享有的究竟是民事权利还是民事利益，《民法典》未作出明确界定。个人信息承载的财产利益的保护路

径选择也尚未明确，存在采用二元保护模式与一元保护模式的争议。因此，从民法角度探讨公民隐私权

的救济路径，需要对个人信息保护的民法体系进行完善，明确个人信息的权利属性界定、分类保护以及

侵权责任的确定。 
(三) 现行法律体系中的救济路径 
在现行法律体系中，公民隐私权的法律救济路径存在显著不足。民事法律在隐私权保护方面的条款

不足，导致隐私权侵害现象普遍且难以遏制。由于民事法律中没有专门的条款保护隐私权，隐私权的保

护往往依赖于相关人格权中的名誉权规定，这种间接保护方式不足以应对日益复杂的隐私权侵犯问题。

在个人信息保护方面，尽管《个人信息保护法》设立了个人在信息处理活动中的权利，但在实际操作中，

信息主体的权利实现面临诸多困境，如个人信息的范围界定、查阅权的行使、删除权的实现等，这些问

题限制了个人信息主体权利的有效保护。此外，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实施过程中，存在不同的认识和理解，

导致法律在执行上的不一致性和不确定性，进一步加剧了隐私权保护的难度。因此，现行法律体系在公

民隐私权侵犯的救济路径上，无论是在立法层面还是在实际执行层面，都显示出明显的不足，亟待完善。 

5. 法律救济路径的优化 

(一) 完善宪法救济措施 
 

Table 1. Improving constitutional remedies 
表 1. 完善宪法救济措施 

救济措施类别 具体措施 

宪法实施和监督加强 

- 设立宪法和法律委员会 

-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成立宪法室 

- 实行宪法宣誓制度 

法治体系的建设 

- 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 

- 建立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 

- 构建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 

- 建立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 

- 完善党内法规体系 

 
在信息化社会背景下，公民隐私权的保护日益受到重视。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为公民隐私权的

保护提供了重要法律依据。为了完善宪法救济措施，中国采取了多项措施，包括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4.1210831


吕兴山 
 

 

DOI: 10.12677/ojls.2024.1210831 5845 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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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措施

包括设立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成立宪法室，以及实行宪法宣誓制度等。此外，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建设也是宪法救济措施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

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以及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以确保宪

法的实施，从而更好地保护公民的隐私权和其他权利。通过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健全保证宪法全面实

施的制度体系，中国为公民隐私权的保护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的设立、全国人大

常委会法工委成立宪法室以及宪法宣誓制度的实行，都旨在更好地发挥宪法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

维护宪法权威。宪法救济措施见表 1 所示。 
(二) 强化民法救济手段 
为了进一步加强民法救济手段的建设，我们需要从几个层次入手。第一，应当厘清民事权利救济之

内容与类型，主要有救济性形成权，救济性请求权与抗辩权等，它们分别使权利人能够单方面表达自己

的意志，从而消灭不法行为、请求相对人制止侵犯和拒绝侵犯其权利。二是健全民事权利救济体系，从

明确侵权的法律后果，增强公民的救济制度意识和落实举证责任倒置等方面为民事活动的开展提供稳固

的法律保障。最终，要充分利用民法典的独特性和与时俱进的特点，因为民法典在保护基础经济制度、

推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在改革与立法之间找到平衡方面都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在加强人格权保

护的前提下，树立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加大弱势群体保护和关怀。通过明确民事权利救济的具

体内容和种类、优化民事权利救济制度，并充分利用民法典的独特性质和时代背景，可以为公民提供更

为坚固和有力的法律支持，从而更有效地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强化民法救济手段见表 2 所示。 
 

Table 2. Enhanced civil law remedies 
表 2. 强化民法救济手段 

强化民法救济手段的措施 具体内容 

明确民事权利救济的内容和种类 

- 救济性形成权：权利人单方表达意愿消除不法行为或权利障碍 

- 救济性请求权：要求相对人停止侵害，恢复或补偿基础权利 

- 抗辩权：权利人拒绝侵害自己权利的行为 

完善民事权利救济制度 

- 明确规定侵权行为的法律后果 

- 提高公民对救济制度的认识 

- 实行举证责任倒置，为民事活动提供法律保障 

发挥民法典的特色和时代特色 

- 维护基本经济制度 

-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协调改革与立法关系 

- 强化人格权保护 

- 确立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 

- 加强对弱势群体的保护与关爱 
 

(三) 其他辅助救济路径的探讨 
在对侵犯公民隐私权行为进行法律救济路径优化时，既要依靠宪法救济与民法救济相结合，也要寻

求其他辅助救济途径，形成多层次，全方位的隐私权保护制度。其中包括强化行政救济等，例如设立个

人信息保护的专门监管机构，健全相关行政法规与标准，加大行政处罚力度等；扩大社会救济的途径包

括成立社会组织，增强公众意识和鼓励公益活动等；以及创新技术救济和普及隐私保护技术，鼓励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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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等措施来共同建设更安全的网络环境。公民隐私权受侵害法律救济路径的优化是一个系统工程，需

从宪法救济和民法救济等辅助救济路径等诸多方面着手。从强化行政救济，扩大社会救济以及创新技术

救济等方面入手，可以建构较为稳固而全面的隐私权保护体系。它既有利于保障公民隐私权与信息安全，

又是建设法治社会，促进社会公平与正义。辅助救济路径的探讨见表 3 所示。 
 

Table 3. Exploration of other ancillary relief paths 
表 3. 其他辅助救济路径的探讨 

救济路径类型 具体措施 

行政救济加强 

- 建立专门的个人信息保护监管机构 

- 完善个人信息保护的相关行政法规和标准 

- 强化对侵犯隐私权行为的行政处罚 

社会救济拓展 

- 建立隐私权保护的社会组织(如行业协会、消费者保护组织) 

- 提高公众对隐私权保护的意识 

- 鼓励企业和个人参与隐私权保护的公益活动 

技术救济创新 
- 推广使用隐私保护技术(如加密通信、匿名化处理) 

- 鼓励技术创新，开发先进的隐私保护工具和解决方案 

6. 总结 

公民隐私权的保护是一个多层次、全方位的系统工程，需要宪法救济、民法救济以及其他辅助救济

路径的共同作用。优化法律救济路径的关键在于加强行政救济的力度，拓展社会救济的广度，创新技术

救济的深度，以及完善宪法和法律救济体系。只有构建起一个多元化、立体化的隐私权保护体系，才能

有效应对信息化社会中的隐私权侵犯问题，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和法治进程。未

来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法律的持续完善，应持续关注并改进隐私权保护的法律救济路径，确保公民隐

私权在信息化社会中得到更加坚实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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