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和写在《个人信息保护法》

颁布之际：迎接保险的新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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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8 月 20 日，在经历了十几年的“千呼万唤”之后，我国《个

人信息保护法》终于通过了全国人大的审议并颁布，将于 2021 年 11 月 1

日实施。这是一部怎样的法律，她的颁布与实施将对我国保险业带来怎样

的影响，是行业关注的焦点。因为，有人说：这是“史上最严厉的法律”，

更有人说：这部法律的实施，将迫使保险“重新做一遍”。 

“重新做一遍”的说法不无道理，其背后的逻辑是：就保险业而言，

无论是数据保护，还是数据利用，《个人信息保护法》都意味着一个“转折

点”。“转折点”，不仅揭示着传统的客户数据管理理念、技术和模式的

“难以为继”，更昭示着未来的“改天换地”，同时，“转折点”也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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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行业将面临“大浪淘沙”的“洗牌”，这种“洗牌”，既有“适者生存”

的残酷，更有“涅槃重生”的机会。面对“转折点”，一个重要前提是：

识时务，即需要认清形势，把握大局，以清醒的头脑，认识到：时过境迁，

今非昔比。 

保险是一个“数据行业”，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从事保险的人是

否都是“数据专业人士”，特别是“现代数据专业人士”，即有着比常人

更广泛和深刻的数据理解和管理能力，则值得行业每一个人“扪心自问”

式的反思与自省，特别是在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今天，特别是在数字科技

快速发展的今天。这种要求，不再是一种“需要”，而是“必要”，否则，

就难以理解，更无法驾驭“保险新数字时代”，因为，“重新做一遍”的

前提是：重新思考、认识和理解一遍。 

首先，是数据本身，数据到底是什么，又意味着什么，特别是基于客

户的视角。无论之前你是否有答案，但相信认认真真读完《个人信息保护

法》，你会有全新的答案。其次，是保险本身，风险到底是什么，保险靠的

是什么，是传统的精算吗？如果你把自己的“窗户”打开，去感受和体会

数字科技带来的认知科学和认知计算的“突飞猛进”和“改天换地”，就

会发现“时过境迁”意味着什么，并决定了什么，更觉得自己的局限、狭

隘和落伍，以及发自内心的，强烈的危机感。 

就保险业而言，《个人信息保护法》与其说是一部法律，不如说是一本

教科书，一本彰显“以人为本”的法律教科书。通过学习，不仅要解决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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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懂法、用法，确保“依法用数”，合规经营问题，更重要的是解决基

于“以客户为中心”的“数商”问题。尽管“数字化”已经成为“脍炙人

口”的热词，甚至成为了一种时髦。但我们不妨问问自己：真的了解和理

解数字化吗？比如，什么是数字，数字的外延和内涵是什么？再比如，什

么是数字化，这个“化”意味和代表着什么？这个“化”的过程是如何实

现的，更为根本和关键的问题是：数字化到底为什么。或者说：为什么要

数字化。 

学习和理解《个人信息保护法》的一个重要“捷径”是“顾名思义”，

首先，是“个人信息”，它可以分拆为“个人”和“信息”，这恰恰是保

险经营的基础。保险的大数法则，决定了“个人”是行业存在的基础，没

有“个人”的选择和集合，就没有保险。风险理论，决定了“信息”是保

险经营的基础，没有“信息”的获得和利用，就没有保险。其次，是“保

护”，为什么要保护，“保护”背后的逻辑依据是什么，如何实现保护，

保护和利用的关系是什么。依法保护固然重要，但自觉保护更重要，而要

实现一种发自内心的自我觉悟，并非易事。第三，是“法”，作为一种社

会制度安排，“法”的作用是调整行为，维护秩序，确保公平正义，同时，

“法”具有刚性约束，即有法必依，违法必究。行业学习《个人信息保护

法》，从表面看，是解决懂法依法问题，但从本质看，是解决基于觉悟的自

觉，解决“心法”问题。 

但对于行业如此重要的“个人信息”，行业又了解了多少 ，特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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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信息权益”。一直以来，我们总认为“公司的数据属于公司”是天

经地义的，于是，一方面为了获得更多的数据，“不遗余力”，竭尽所能，

用尽一切手段，不惜“打擦边球”，即使数据是“来历不明”；另一方面

在数据的利用上，凭借着保险精算的“家底”，在算法和算力的加持下，

利用人工智能等技术，开展客户画像和精准营销，而“歧视”和“杀熟”，

往往也都与“个性化”和“精细化”混为一谈，且难解难分。但当我们在

做这一切的时候，是否考虑过“个人信息权益”问题，以及对“个人信息

权益”的保护问题。 

《个人信息保护法》的重要逻辑基础是：个人信息及其权益属于个人，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害。为了强调这种保护的权威性，在“三读”的时

候，引入了“根据宪法”的措辞，即明确法源为《宪法》的“国家尊重和

保障人权，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接下来的问题是什么是“个人信

息”，什么是“个人信息权益”。《个人信息保护法》明确个人信息及其权

益属于个人，并“神圣不可侵犯”，因此，保险企业在处理个人信息过程

中，即使是处理“企业数据库”里的个人信息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那

仍然是“个人信息”，相关处理活动仍应当遵循《个人信息保护法》，否则，

就可能涉及违法经营，认识到这一点，至关重要，这既是依法合规经营的

重要基础，更是深化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 

《个人信息保护法》明确，个人信息是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与

已识别或者可识别的自然人有关的各种信息。“已识别”是指具有唯一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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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性的信息，“可识别”是指具有指向性，但单凭这一信息不能确定自然

人。同时，为了更好地解决保护和利用的关系，《个人信息保护法》将个人

信息进一步划分为“一般个人信息”与“敏感个人信息”，并设立专门章

节，明确并强化“敏感个人信息”的保护问题。 

“敏感个人信息”是指一旦泄露或者非法使用，容易导致自然人的人

格尊严受到侵害或者人身、财产安全受到危害的个人信息，包括生物识别、

宗教信仰、特定身份、医疗健康、金融账户、行踪轨迹等信息，以及不满

十四周岁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敏感个人信息”是保护的重点，要求只

有在具有特定的目的和充分的必要性，并采取严格保护措施的情形下，方

可处理敏感个人信息。在保险经营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将涉及“敏感个

人信息”，但是否具有“特定的目的”和“充分的必要性”，以及是否采

取了“严格保护措施”，均需要重新、认真和审慎地对待。 

关于“个人信息权益”问题，这是《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对象，切实

和有效保护个人信息权益是立法的宗旨、目的和核心诉求，也是贯穿始终

的内容。因此，作为前提和基础，需要对“个人信息权益”有一个全面的

了解和深刻的认识，其中不仅有人格权和隐私权，还有财产权和收益权。

个人信息权益的形式十分广泛，主要包括了知情权、决定（撤回）权、限

制权、拒绝权、查阅和复制权、携带权、更正和补充权、删除（遗忘）权。

这些权益的内涵和外延，与保护密切相关。但要真正理解这些权益，尊重

并保护这些权益，包括在实际工作中按照要求，有效履行和落实相关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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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非易事。 

《个人信息保护法》确立了在个人信息保护中的一个重要角色：个人

信息处理者，同时，定义了个人信息处理，包括收集、存储、使用、加工、

传输、提供、公开、删除等活动。从某种意义上讲，《个人信息保护法》是

围绕着个人信息处理者的责任和义务展开的，并制定了一系列原则和规则，

特别是要求应当遵循公开、透明原则，公开个人信息处理规则，明示处理

的目的、方式和范围，其目的是更好地规范个人信息处理者的行为，切实

维护个人信息权益。 

保险企业，无疑是典型的个人信息处理者，但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大

多数保险企业的数据处理行为，与《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要求均相距甚远，

“不符合”的情况比比皆是，有些问题的性质还“相当严重”，这无疑是

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和现实挑战，处理不好，就可能演化成为一种危机，

而且，距离 2021 年 11 月 1 日正式实施，已经没有太多的时间了，因此，

行业要有一种很强的危机感和紧迫感，以刻不容缓的认识和态度，在认真

学习的基础上，尽快启动《个人信息保护法》的专项普法和合规治理活动。 

保险行业的当务之急是解决经营管理实际操作层面的合法性问题，其

中，最重要的是在掌握和理解的基础上，有效落实《个人信息保护法》中

关于个人信息处理的基本原则和规定。一是合法、正当、必要和诚信原则，

在互联网经济思维背景下，企业总是希望利用业务机会，尽可能多地获取

客户信息，但如果超越了“合法、正当和必要”的边界，就可能触及违法，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345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