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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信息遭“裸奔”
维权卡在哪儿？

万豪国际集团2018年11月30日发

布公告称，旗下喜达屋酒店客房预订数

据库遭黑客入侵，最多约5亿名客人的

详细信息可能被泄露。去年8月，网络

流传一张黑客出售华住酒店集团客户数

据的截图，其中涉及姓名、身份证号、家

庭住址、开房记录等众多敏感信息，大约

5亿条。

据统计，2018年上半年，电商平台、

社交平台软件等非法搜集消费者个人信

息现象成投诉新热点。2018年8月中国

消费者协会的调查结果显示，85.2%的人

表示遇到过个人信息泄露。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近日以该院

2003年至2017年15年间受理的74起涉

公民个人信息民事侵权案为样本进行调

研，数据显示，六成以上的个人信息侵权

涉及三种以上信息同时被侵害，手机号、

家庭住址是“重灾区”。

“多重个人信息的聚合，大大提高了

信息应用场景和经济价值，也使泄露、公

布或不当使用行为的危害性更大，给权

利人带来更大困扰、损失和潜在风险。”

朝阳区人民法院酒仙桥法庭庭长吴彬

说。

不过，根据中消协的调查结果，虽有

受访者会向消费者协会和有关行政部门

投诉，或与服务商协商和解等，但是，仍

有大约 1/3 的受访者选择“自认倒霉”，

很多人认为维权成本高、胜诉难。

中山市第二法院发放
涉民生案件执行款250万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周礼雄 马大

为 通讯员顾丽娟 徐艳）近日，中山市

第二人民法院集中向8宗案件的申请执

行人发放执行款250多万元，其中一宗

涉及劳动报酬纠纷案发放金额超过200

万元。记者了解到，去年以来，该院执

结涉民生案件1599件。

2018 年是“基本解决执行难”攻坚

年，该院创新工作方法，推行执行网格

化，开辟涉民生案件立案、执行、支款绿

色通道，推行司法救助，成功处置一系

列社会影响重大、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

益的案件，包括引起社会和媒体广泛关

注的4·16古镇镇海洲爆炸事故人身损

害赔偿纠纷案，目前已向申请人支付约

百万元赔偿款。

截至 2018 年 12 月 21 日，该院共执

结10635件，同比上升3.24%，执行到位

金额17亿元，同比超过100%。其中，办

结涉民生案件 1599 件，到位标的 4671

万余元，信访案同比下降30%。

佛山一件破产案
化解3000余件执行积案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黄细英 通讯

员吕慧敏 晏林欢）日前，佛山市中级人

民法院依法裁定宣告七海（广东）织染

厂有限公司（下称“七海公司”）破产。

至此，该公司衍生的3000余件执行积案

得以顺利化解。

据悉，2009年，因经营不善，七海公

司拖欠巨额债务，涉及海量执行案件。

其中，仅工人工资、经济补偿金案件已

超3000件，涉及标的超过2500万元；其

他执行案件共100余件，涉及标的高达

1.26亿元。通过调查走访，合议庭发现

七海公司无力偿还到期债务，裁定该公

司破产。目前，案件进入破产财产变价

和分配阶段，债权人将根据受偿顺序按

比例得到清偿。

韶关新丰县第三中学
举行法治宣传汇演

本报讯 日前，韶关新丰县第三中

学工会举行“善美三中 与法同行”法

治主题文艺汇演。全体师生和学生家

长代表观看了演出。本次汇演内容丰

富，形式多样：有葫芦丝演奏、吉他弹

唱、诗歌朗诵、表演唱、街舞等十多个

节目，赢得观众阵阵掌声。本次汇演

进一步提高广大师生的法律意识，使

广大师生自觉遵法守法，主动学法用

法，为创建文明和谐校园做出积极的

贡献。

（李治文 胡海滨）

消费者个人要告企业甚至是大企

业，双方举证能力并不对等。完全按照

“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是否超出了消

费者的证明能力？

记者注意到，从近年来的一些司法

实践来看，法院对个人信息的保护在加

码。

2017 年 3 月，一起公民个人信息民

事侵权案由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终

审判决，结果是消费者胜诉。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要

求原告充分举证超出其能力，且案件发

生前后信息泄露事件多发的背景因素强

化了该案被告东航、去哪儿网泄露原告

隐私信息的可能，要求被告公开道歉。

在申女士诉另一家在线旅游平台的

案件中，该平台辩称，其并非唯一获取申

女士信息的主体，同时不排除申女士个

人将涉案信息提供给他人。

对此，法院判决书写明，基于涉案个

人信息被短时间泄露等时空背景条件，

本院认为平台作为消费者所直接面对的

第一手完整信息保管者存在泄露涉案个

人信息的高度可能。

该案审判法官罗曼表示：“目前，我

们更倾向于对于利用公民个人信息获取

商业利益的主体科以较高的监管责任。”

“我们希望通过个案的审理和裁判，

引导全社会关注个人信息安全，对于各

类市场主体敲响加强内部管理和个人信

息保护的警钟，在观念上引起重视。”罗

曼说。

“我国不缺涉及个人信息的立法保

护，但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因此除了消

费者提高个人信息保护意识，还需要行

政部门加强监管。”赵占领说。 （卢越）

2014年2月，引发关注的“2000万条

开房信息泄露事件”首例诉讼在上海浦

东法院第一次开庭审理。原告王金龙下

载了网上流传的文件包，结果发现，自己

的姓名、身份证号码、手机号和开房时间

等信息均在其中，遂起诉汉庭星空(上

海)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和浙江慧达驿站

网络有限公司，要求赔偿20万元。

5 个月后，王金龙被判败诉。法院

认为，王金龙被泄露的信息，其扩散渠道

不具有单一性和唯一性，难以仅凭部分

信息的一致判断网上流传的信息就是汉

庭酒店留存的信息。

败诉的不只是王金龙。2016 年 3

月，5名消费者将苏宁易购诉至法院，认

为其存在漏洞，导致个人信息泄露并遭

受诈骗。此前，第三方漏洞平台发布了

苏宁易购存在的系统漏洞，苏宁易购公

开回复承认漏洞。

这在该案代理律师赵占领看来，“这

个案子有一定的希望”。不过，消费者最

后败诉，法院的判决理由依然是无法证

明泄露主体。

“到底是谁泄露的？要证明这一点

是最难的。”赵占领说，“掌握个人信息的

主体通常是多方的，泄露的渠道和可能

性也有多种，比如还包括消费者个人保

管不当等原因。根据‘谁主张谁举证’，

消费者往往会因证据不充分而败诉。”

根据朝阳法院 15 年里受理的侵犯

个人信息民事案件调研报告，该院受理

案件数呈增长态势，但原告胜诉的比例

呈下降特点，近三年胜诉率不足一半。

“这与信息泄露渠道增加、权利人证

明信息被特定主体侵害的举证难度增大

有关。”吴彬说。

航班信息遭泄露，骗子精准

施骗找上门来，最后10余万元一

天内“飞”走。受害人申女士将其

购买机票的平台告上法庭。2018

年12月29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

法院认定该平台在信息安全管理

方面存在漏洞，未尽到对个人信

息负有的信息保管及防止泄露义

务，判决平台赔偿申女士经济损

失5万元并向其赔礼道歉。

申女士胜诉了，但维权难是个

人信息遭泄露的消费者面临的普

遍难题。其中，许多维权者卡在证

明“谁是泄露主体”这一环节。

变化：法院对个人信息的保护在加码

难题：怎么证明到底是谁泄露的？

现状：个人信息泄露事件不断刺痛公众

·视点舆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