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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对俄罗斯信息立法、信息法学研究和信息法高等教育的最新进展和成果进行综述。 信息立法已成为俄联

邦立法体系中的独立门类；В А Копылов 和 И Л Бачило 等学者系统深入地展开了信息法学理论研究，其成果产生了较

强的社会价值；信息法作为一门教学科目普遍列入了俄罗斯综合性大学课程体系，并成为法学专业研究生教育的一个专

业方向。 俄罗斯在信息资源利用、公众信息权保障和个人数据保护等立法领域取得了一定进展。 表２。 参考文献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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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法是调整信息领域所生成的各种社会关

系的法律的总称，它旨在确认、保护和平衡各种信

息主体的合法权益，调整在信息生产、加工、传递和

利用过程中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 俄罗斯信息法

在理论研究、立法实践和高等教育领域形成了自己

的特色，值得我们关注。

１　 俄罗斯信息法：信息立法、信息法学研究
和信息法高等教育

俄罗斯著名的信息法专家 И Л Бачило 认为，

信息法研究应该覆盖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信息

立法，是信息法的核心；第二，信息法学，是法学体

系中的分支学科；第三，信息法专业教育，信息法是

俄罗斯高等教育本科课程体系中普遍开设的一门

教学科目，也是法学研究生教育中的一个研究方

向［１］２２。 本文根据 И Л Бачило 上述观点，试从立

法、学术研究和高等教育三个方面梳理俄罗斯信息

法的发展脉络。
早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末 ７０ 年代初，前苏联法

学界就出现了“信息法”这一术语，但“信息法”和
“计算机法”这两个术语在当时的法律文献中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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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淆使用，信息法学理论研究处于萌芽状态。 经过

数十年的发展，至 ２０ 世纪末，俄罗斯的信息立法、
信息法学研究和信息法高等教育逐渐拥有了独立

地位，标志有三：一是 １９９５ 年俄罗斯颁布了信息领

域的基本法———《信息、信息化和信息保护法》，该
法于 ２００６ 年修订并改名为《信息、信息技术和信息

保护法》；二是俄罗斯第一部信息法专业教材《信
息法》于 １９９７ 年出版；三是俄罗斯教育科技部于

２０００ 年 １０ 月 １ 日发文，在高等教育体系的法学专

业中新设信息法专业。 俄罗斯法学专业研究生教

育的 １５ 个专业方向中，“信息法”与“行政法”、“金
融法”并列，其招生专业代码统一为 １２ ００ １４。

１ １　 俄罗斯信息立法已经成为联邦立法体系中的

一个独立门类

信息立法是构成信息法的核心。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隶属于俄罗斯联邦政府的信息化政策委

员会制定了《俄罗斯信息立法发展计划》，该计划

旨在协调信息领域的立法活动。 《俄罗斯信息立法

发展计划》所提出的“信息立法”概念得到了大多

数学者和多届政府的认同，随着该计划的实施，俄
罗斯的信息立法体系逐渐形成。 ２００２ 年修订的俄

联邦总统令《俄罗斯联邦的法律分类》将俄联邦的

法律按其调整领域分为 ２１ 个大类，其中，“信息和

信息化”（информация и информатизация）作为其

中的一个独立类别与宪法、民法、刑法、劳动法等一

起排列，列第 １２ 位，类号是 １２０ ０００ ０００，其下分别

针对信息资源、信息化技术应用及信息系统、信息

安全等划分出了 ７ 个二级类目。
令人关注的是，从 ２００６ 年开始，俄罗斯联邦委

员会（议会上院）在每年的年度立法报告中都会特

别阐述信息立法问题。 ２００６ 年的立法报告《公民

社会及保障公民政治权利的发展战略》首次专设一

章“俄罗斯信息社会发展的立法问题”，指出了俄

罗斯信息立法的三个战略方向：第一，建立统一的

信息空间，为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创造条

件；第二，以优化软件产品为导向，增加对信息化领

域的投入；第三，制定政府部门间电子文件流转的

法律规范。 该报告还分析了俄罗斯在信息领域的

国际合作问题［２］ 。 ２００７ 年度立法报告指出，应通过

信息立法对信息技术的应用予以确认、规范和调

整。 主要体现在对现有法律的修订和补充，如：《交
通安全法》关于国家交通安全信息保障系统的建

立、《民用航空法》对于电子订票机构法律地位的

确认，《图书馆事业法》对数字图书馆结构及功能

的界定，以及《广告法》、《税法》、《统计法》、《选举

法》、《呈缴本法》、《大众传媒法》等法律对涉及信

息技术应用部分的相应修订［３］ 。 ２００８ 年度立法报

告的焦点是围绕政府制定的《至 ２０１５ 年俄罗斯信

息化发展战略》，阐述了信息立法的 ６ 项具体内容：
①发展信息通信技术及信息通信技术的国内市场；
②促进国家权力机关、地方自治机关与组织和公民

之间的信息交流；③保障宪法所赋予的公民信息权

利；④完善各类法律主体基于互联网进行跨境文件

交换的法律信任机制；⑤全球信息环境下大众传媒

发展的立法保障；⑥国家在稳定和危机状态下的信

息安全立法［４］ 。 ２００９—２０１２ 年的年度立法报告着

重关注政府信息公开、公民信息权利、个人数据保

护等问题。
以上事实表明，俄罗斯已经形成了独立的信息

立法体系。 信息立法是信息法成为一个独立法律

部门的必由之路，也是信息法最终能在整个法律体

系中自成一体的基础。 俄罗斯信息法在国家的法

律体系中已经占有一席之地，较之于世界上的多数

国家更具独立性。 这是俄罗斯信息法的显著特点，
对于我国信息法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１ ２　 俄罗斯的信息法学研究概况

俄罗斯对信息法学的研究可追溯至 ２０ 世纪

６０ ～７０ 年代，计算机技术应用、信息系统的开发产

生了相关的信息法律问题。 前苏联法学家

А Б Венгеров 的著作《自动化条件下的法律和信

息》（１９７８）［５］在当时的法学界曾产生了较大影响，
但该著作尚未对信息法进行界定。 苏联解体至今，
俄罗斯法学界一直关注信息立法实践和信息法学

理论问题，涌现出 Ю М Батурин、 А Б Агапов、
Ю А Тихомиров、 В А Копылов、 И Л Бачило、
М М Рассолов、А А Тедеев、О А Городов 等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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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法研究领域的专家。 与此同时，信息法教材、
专著、论文等各类著述大量产生，表明俄罗斯的信

息法学研究进入了成熟期。 在俄罗斯信息法研究

群体中，以法学领域的专家为主体，这使其信息法

研究具有较强的法理性及可操作性。
１ ２ １　 俄罗斯信息法研究著作

１９９１ 年俄罗斯法学家 Ю М Батурин 在其著

作《计算机法问题》中首次提出了信息法是一个新

的法学领域的观点［６］ ，此后，А Б Агапов 在其专著

《俄罗斯信息立法》（１９９３）［７］ 和《俄罗斯信息法律

基础》（１９９５）［８］中探讨了俄罗斯的信息立法问题。
Ю А Тихомиров 在其专著《公法》中将“信息法”
归入了公法领域［９］ 。 自此至今，俄罗斯在信息法学

研究领域的专著、教材（含教辅材料）、学位论文、期
刊论文、会议论文集、术语辞典等各类文献数以万

计，难以一一述及。
仅以信息法研究领域的图书类著作为例，笔

者以“信息法”为题名关键词在俄罗斯国家图书馆

的电子书目中进行精确检索，１９９７—２０１２ 年共有７１
部著作出版，２００８—２０１２ 年平均每年有 ８ 部著作问

世。 而据 Н В Ключко 博士所做的关于信息资源、
信息技术、信息安全、信息犯罪、国际信息法、信息

产权等信息法具体领域的著作统计，１９９１—２００７ 年

共有 ９０ 余部著作出版［１０］ ，这样，从 １９９１ 年至 ２０１２
年，俄罗斯信息法领域出版的各类著作共有 １３０ 余

部。 其中，高校信息法专业教材约占 ８０％，信息法专

著和其他文献约占 ２０％。 专著以 В А Копылов①

《信息法：理论和实践问题》 （２００３），И Л Бачило
组织撰写的合著《俄罗斯信息资源发展·法律问

题》 （２００３）、《信息法：理论与现实的实际问题》
（２００９），《公民社会的信息现实·法律问题》（２０１０）
等最具有理论价值和学术影响力。
１ ２ ２　 俄罗斯科学院国家与法研究所的信息法学

术活动和重要成果

俄罗斯科学院国家与法研究所是俄罗斯最具

学术权威的法学研究中心。 １９９９ 年研究所创办了

信息法部，由俄罗斯联邦功勋法学家 И Л Бачило 教

授担任该部主任。 这是俄罗斯第一个专门的信息

法学术研究机构，以信息、技术、信息传播等信息化

要素为基本研究对象，探讨在信息资源管理、信息

技术开发和应用、信息传播等信息化领域所产生的

信息关系及其法律制度，开展的学术活动和取得的

学术成果集中反映了俄罗斯在信息法研究领域的

现状和最高成就。 国家与法研究所的信息法部培

养了大批信息法方向的硕博士研究生，每年举办信

息法理论研究年会，定期召开“信息法理论问题与

信息立法”圆桌会议，引领了俄罗斯信息法理论研

究的前沿，在信息法教育和学术研究领域发挥了重

要的作用。
本文列举了 ２００５—２０１２ 年信息法理论研究年

会讨论的主题及会议论文集（见表 １），可对俄罗斯

在信息法领域所关注的问题窥见一斑。
表 １ 所列举的年会议题及论文集内容显示，俄

罗斯信息法研究以探讨信息法基本理论问题为基

础，向信息化过程中遇到的各种突出的社会问题纵

深扩展，主要涉及七个方面的内容：①信息化进程

中产生的信息关系的表现形式、内容和法律实质；
②从立法角度对信息法的分类和定义；③俄罗斯公

民社会形成过程中的信息立法问题，大众传媒、电
子图书馆及各类信息资源的法律地位和作用，信息

不平等问题及立法措施；④信息技术及其在应用中

产生的信息冲突和信息安全问题；⑤公民信息权的

立法保障。 包括：政府信息公开立法，面向公众的

“一站式”信息服务等；⑥信息化环境中的国家服

务和市政服务法律问题；⑦政府信息化与电子政府

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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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В А Копылов（１９３５—２００２），技术科学博士，俄罗斯功勋科学活动家，曾任全苏科技信息中心副主任，莫斯科国立

法学院法律信息学教研室主任。 他主持设计了俄罗斯法律信息化计算机检索系统，是信息法学研究领域的奠基人，曾直接

领导和参与了俄联邦信息基本法《信息、信息化和信息保护法》以及《国际信息交换法》、《商业秘密法》和《国家选举自动化

系统法》的起草工作。 他撰写的专著《信息法：理论和实践问题》（２００３）和教材《信息法》（１９９７，２００２）在俄罗斯信息法理论研

究及高等教育领域产生了很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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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俄罗斯国家与法研究所信息法部 ２００５—２０１２理论年会议题及论文集列表

年度 理论年会议题 会议论文集

２００５ 信息法基本理论问题 《信息法理论研究》

２００６ 信息法的分类、概念和定义 《信息法的法律概念和分类》

２００７ 公民社会与信息社会 《信息法与俄罗斯公民社会形成的基础》

２００８ 信息冲突法律问题 《信息领域的冲突·法律问题》

２００９ 信息权———实现公民宪法权利及义务的基础 《信息环境下公民和组织实现其权利的条件》

２０１０ 信息化环境下国家提供社会服务的法律问题 《信息社会与福利国家》

２０１１ 公民知情权问题 《政府信息公开与知情权保障》

２０１２ 全球信息化背景下政府信息化问题 《国家机关及法律部门在信息社会中的演变》

　 　 值得关注的是，И Л Бачило 教授主持的科研

项目“信息社会中的人·法律问题”、“公民社会信

息空间的设计·组织和法律问题”先后获得了俄罗

斯联邦基础研究基金会的科研资助，由她牵头指

导的著作《俄罗斯信息资源发展·法律问题》
（２００３）［１１］ 、《信息法：理论与现实的实际问题》
（２００９）［１２］ ，《公民社会的信息现实·法律问题》
（２０１０）［１３］等是信息法领域的力作。 它们论证了信

息法在国家法律体系中应有的独立地位，关注俄罗

斯信息化过程中信息资源利用、公民信息权等基本

问题，分析了俄罗斯社会信息化、信息技术应用与

公民社会形成之间的关系以及所产生的信息法理

论问题，以及信息技术应用、网络信息交流对俄罗

斯国家管理和服务的影响及产生的法律问题，指出

了国家在维护信息安全和个人数据保护领域应发

挥的重要作用。 其特点是将信息法理论研究深入

到信息技术应用以及俄罗斯市场经济发展、公民社

会建设、电子政府建设所面临的实际问题当中，具
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社会价值，对俄罗斯的信息

立法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也使信息法理论研究

本身充满了生命力。 以 И Л Бачило 教授为首的

专家直接参与了俄联邦主要信息法草案的起草和

修订工作，承担了俄罗斯 ２１ 世纪初最重要的国家

信息化纲要———《２００２ 年至 ２０１０ 年电子俄罗斯联

邦规划》中的信息立法研究项目。

１ ３　 俄罗斯高等教育体系中的信息法专业教育

俄罗斯信息法专业高等教育从本世纪初开创

至今已经颇具规模。 当前，俄罗斯高校和科研院所

法学专业的硕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中几乎都设置

了信息法专业方向，综合性大学的本科课程体系中

也普遍开设了信息法课程，各大书店出售的法律类

图书中专门设有信息法子类这一专栏。 １９９７ 年

В А Копылов 编著出版了第一部信息法专业教

材———《信息法》，该教材 ２００２ 年修订出版第 ２ 版

之后，先后 ３ 次重印，被各高校广泛采用，此后出版

的很多信息法教材沿用了其编排体例，借鉴了其关

于信息法基础理论、信息法体系结构的基本观点。
在В А Копылов 之后，И Л Бачило 教授出版的信

息法教材《信息法：信息学实践的基础》（２００１）［１４］

和 《 信 息 法 》 （ ２００９ ）［１］２５，３０， И Л Бачило、
В Н Лопатин 和 М А Федотов 合作编写的《信息

法》（２００１）［１５］教材自成一体，深化并扩展了对信息

法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研究，关注在信息技术应用、
信息化与公民社会形成过程中所产生的现实法律

问题。

２　 俄罗斯信息法基础理论研究：共识与争议

信息的非物质性以及人们信息活动的广泛性

和渗透性，决定了信息领域所产生的社会关系错综

复杂。 俄罗斯在信息法理论研究领域，对于信息法

的调整对象、信息法的概念、信息法的性质和地位、
信息法体系和信息法律制度等基本理论问题既达

成了一定的共识，也存在争议性，以 В А Копылов

０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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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И Л Бачило 等学者的观点最具代表性和影

响力。

２ １　 信息法的调整对象

俄罗斯法学界对于信息法的调整对象曾产生

了激烈的争议。 主要原因在于，在固有的成熟的法

律体系中，每个法律部门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即法律

调整对象都有比较清晰的边界，按照调整对象的不

同，产生了基础法律部门，包括民法、刑法、行政法、
宪法，以及次生法律部门，包括金融法、农业法、土
地法、家庭法、著作权法、工业法等。 由于信息本身

的非物质性，以及信息活动的广泛性，使得信息法

的调整对象———信息领域的社会关系广泛分布于

各个已有的社会法律关系体系之内，需要采用各个

法律部门的法律规范来加以调整，这使信息法所调

整的社会关系与其他部门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之

间的边界难以区分。 例如，计算机信息犯罪需要依

据刑法来定罪量刑，其所造成的损失又需要依据民

法来进行赔偿。 随着信息社会的发展，社会信息活

动越来越复杂，完全依据传统法律部门的法律规范

难以全面调整信息领域所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信
息法作为一个独立 的 法 律 部 门 应 运 而 生。
И Л Бачило 从信息活动的基本规律，即信息生产、
转递、传播和利用的角度进行分析，认为信息法的

调整对象主要与信息、信息技术、信息交流及信息

保护相关［１６］ 。 В А Копылов 认为，信息法的调整

对象是信息关系，即为实现信息流转，在信息的生

产、收集、加工、积累、保护、查找、转递、传播和利用

过程中产生的社会关系［１７］８７。 总体而言，信息法的

调整对象是在信息流转过程中产生、变化和终止的

社会关系。 在信息领域内所产生的这类社会关系

可以称之为信息关系。 信息关系是一种独立的、同
类型或同质的社会关系，它是在实现个人的信息权

利和自由，以及国家机关为保障公民信息权利和自

由而履行的职责和义务，产生于信息流转过程中的

特定社会关系。 Н Н Ковалева 认为，信息法的调

整对象是在信息资源的生产、组织、保护、加工、传
播和利用过程中产生的，是与国家信息资源管理、
信息系统、网络信息技术应用、信息保护及相关法

律义务密切联系的一种专门的社会关系［１８］２１。
Бачило 分析和指出了信息法律关系不同于其

他法律关系的特点：①信息法律关系的参与者可以

是任何权利主体：国家、国际组织、自然人、任何组

织形式（包括公共权力机关）、法人、社会组织。 ②
信息法律关系依参与者的意志而产生，或者为执行

国际或国家的法律性文件（条约、协议、命令）而产

生。 ③信息法律关系可以依单方意志而产生。 ④
信息法律关系可以是有期限的，也可以是无期限

的，这与信息客体所依据的法律制度相关。 ⑤根据

信息客体所依据的法律制度以及信息主体的地位，
信息法律关系的内容可以是公共的、民事的或者混

合型的。 ⑥大部分信息法律关系遵循公开性制度。
根据法律性质的不同，信息法律关系可以区分为法

律规定的、采取法律措施的、法律义务的、法律允许

的、法律禁止的、法律保护的、法律惩罚的等各种不

同的信息法律关系［１］１０６。

２ ２　 信息法的概念、性质和地位

２ ２ １　 信息法的概念

Бачило、Копылов 等从不同角度界定了信息

法的概念。 Копылов 认为，信息法是产生于信息领

域并受国家强制力保护的社会规范和关系体系。
所谓信息领域，是指信息的生产、加工和消费领

域［１９］ 。 Бачило 认为，信息法是关于在信息资源生

产和利用、信息技术应用、信息通信、信息化过程的

组织管理，以及保障公民、国家和社会的信息安全

领域所产生的社会关系和活动的法律调整对象、原
则和方法的科学［２０］ 。 Ковалева 沿用了 Копылов
关于信息法的定义，她认为，信息法是出现于信息

生产、加工和利用领域的法律法规的总和［１８］２２。
２ ２ ２　 信息法的性质和地位

信息法综合采用了宪法、行政法、民法和刑法

的方法，在性质上属于综合性的法律部门，对此俄

罗斯法学界已经达成了共识。 Бачило 根据法律的

调整对象和内部结构将整个法律体系分为基础法

律部门、专门法律部门和综合性的法律部门三个层

次。 由于经济、科学技术和社会生活的发展，产生

了越来越多的复杂社会关系，需要综合采用各个部

０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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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法律的调节方法，在此基础上产生了综合性的法

律部门，信息法、生态法等就是其中之一，它们是新

的综合性的公共法律部门。 信息法与其他法律部

门具有十分密切的联系，它归属于行政法家族体

系，信息立法采用了宪法、行政法、民法和刑法的法

律规范［１］３３。 关于信息法的地位，Копылов 认为，
信息法是一个新的正在形成中的法律部门，并会逐

渐成为完全独立的法律部门［１７］８１。

２ ３　 信息法的体系和信息法律制度

Ｂ Ａ Копылов 在 ２０００ 年发表的《论信息法

的体系》一文中分析了信息运动在不同阶段和不同

领域所产生的信息法律关系及所依据的法律规范，
并由此首次提出了信息法作为一个综合性法律部

门的体系框架，将其划分为信息法总则和专项两个

部分［２１］ 。 他在 ２００３ 年出版的专著《信息法：理论

和实践问题》对 ２０００ 年提出的信息法体系进行了

补充和细化，总则部分增加了“信息所有权”、“查
询、获取和传递信息的权利”、“文件信息”、“互联

网法律问题”等内容，专项部分对信息资源领域的

信息关系进一步细分为图书馆事业和档案馆事业

领域的信息关系［２２］ （见表 ２）。
关于信息法律制度，Бачило 将其定义为“具有

统一的目的，调整在信息资源生产、信息技术应用

等领域所产生的法律关系的法律法规的总和，以促

进信息技术的创新，促使立法者和执法者满足信息

领域权利主体的需求”。 她着重阐述了七项信息法

律制度，包括：①信息权———最重要的信息法律制

度；②信息资源法律制度；③信息化条件下电子文

件及其流转法律制度；④信息领域权利主体的所有

权和专有权制度；⑤限制信息自由获取制度的信息

客体类别；⑥信息技术、通信网络法律制度；⑦信息

系统法律制度［１］１１９。

表 ２　 俄罗斯信息法体系（В А Копылов）

分类 框　 架　 内　 容

总

则

部

分

①信息法的对象、方法、原则

②信息法律规范和信息法律关系

③信息法的渊源

④信息所有权问题

⑤查询、获取和传递信息的权利

⑥文件信息是信息法律关系的客体

⑦信息技术和手段是信息法律关系的客体

⑧信息安全法律问题

⑨互联网虚拟环境中的法律问题

专

项

部

分

知识产权的信息属性

大众信息生产和传播领域信息关系的法律调整

图书馆事业领域信息关系的法律调整

档案馆事业领域信息关系的法律调整

生产、传递、获取和利用属于国家秘密信息的信息关系的法律调整

生产、传递、获取和利用属于商业秘密信息的信息关系的法律调整

生产、传递、获取和利用属于个人数据信息的信息关系的法律调整

０８０



肖秋会： 俄罗斯信息法研究综述
Ｘｉａｏ Ｑｉｕｈｕｉ：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ａｗ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Ｒｕｓｓｉａ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３

３　 俄罗斯信息立法所关注的现实问题及立
法进展

俄罗斯信息立法关注如下三个方面的现实问

题：信息资源及其利用、信息权及其法律保障、个人

数据保护。

３ １　 信息资源及其利用

信息资源是信息化的核心要素之一。 国家信

息资源的组织和利用、信息资源的分类、政府部门

间电子文件的流转、信息资源数字化和公共获取等

都是俄罗斯信息立法关注的现实问题。 ２００３ 年由

Бачило 组织撰写的《俄罗斯信息资源发展·法律

问题》一书系统论述了俄罗斯的法律信息资源、人
口信息资源、科技信息资源、未公开出版的科技信

息资源在生产和利用过程中所产生的法律关系及

立法问题［１１］１２７。
俄联邦信息领域的基本法《信息、信息技术和

信息保护法》（２００６ 年）［２３］明确规定，信息可以成为

公共、民事及其他法律关系的客体。 该法区分了信

息的种类，并着重规定公民和组织的信息获取权，
以及国家机关必须提供公共信息的义务。 信息按

照可存取的种类，分为公共信息和法律规定限制存

取的信息两大类。 信息按照提供或传播的规则分

为四类：自由传播的信息，相关关系人同意而提供

的信息，根据法律规定必须提供或传播的信息，在
俄联邦内限制或禁止传播的信息。

文件信息资源备受关注。 文件是信息内容和

载体的统一体，文件信息是一种重要的信息资源，
属于信息法调整的客体。 数字环境下电子文件大

量产生，从法律上认定电子文件的法律性质和地

位，确认电子文件的真实性、完整性，建立跨部门的

电子文件交流和利用平台是当前俄罗斯电子政务

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俄罗斯信息立法关注的

焦点之一［２４］ 。 ２００４ 年颁布的《电子数字签名法》确
认了电子文件中的数字签名具有与纸质文件中的

手写签名同等的法律效力，２００６ 年《信息、信息技

术和信息保护法》确认了电子文件的法律地位。 该

法规定，以电子数字签名形式或其他类似手写签名

形式签署的数据电文，被认为是电子文件，与手写

签名文件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在签订民事法律合

同时，当事人之间用署有电子签名的数据电文交换

被认为是文件交换。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俄罗斯政府

颁布了《跨部门电子文件管理系统条例》［２５］ ，为电

子政务系统中跨部门电子文件流转提供了法律

规范。
俄罗斯主要的信息化政策《２００２ 至 ２０１０ 年电

子俄罗斯联邦规划》 （２００２ 年出台，２００９ 年修

订）［２６］ 、《至 ２０１５ 年俄罗斯信息社会发展战略》
（２００８）［２７］ 、《至 ２０１０ 年俄罗斯电子政府建设纲要》
（２００８）［２８］等都将政府跨部门电子文件的流转以及

公共信息资源的数字化和利用问题列为信息化的

一项重要内容和信息立法的重点。 根据上述规划

的目标，至 ２０１５ 年俄罗斯国家机关之间电子文件

流转量将占总文件量的７０％ ；电子化的档案全宗数

量不少于馆藏总量的２０％ ；电子图书不少于馆藏图

书总量的 ５０％ ，图书馆电子目录达到 １００％ ；博物

馆电子目录达到 １００％ 。

３ ２　 信息权及其立法保障

３ ２ １　 信息权的内容：信息所有权和信息获取权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后期俄罗斯开始关注信息

权问题，Бачило 曾参与起草了俄罗斯信息权法草

案［２９］ 。 Копылов 和 Бачило 等一致认为，信息权是

指生产、查找、获得、转递和传播信息的权利。 由于

信息本身的非物质性但又固化于物质载体的特点，
使信息权的内容比较复杂，从物权和政治权利两个

角度来分析，信息权包括信息所有权（专有权）和

信息获取权（知情权）两个部分。 首先，信息所有

权是指对信息进行占有、使用、处置以及复制和传

播的专有权利。 按照 Копылов 的观点，信息所有

权是对信息对象的物权以及对所载信息内容知识

产权的集合。 В С Толстой 在其专著《民事信息

法》一书中首次提出了“民事信息法”这一术语，并
从民事法律关系角度系统论述了信息所有权的内

容［３０］ 。 其次，信息获取权在俄罗斯宪法中得到了

确认和保护，宪法第 ２９ 条规定，每个人有权自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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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找、获取、生产、转递和传播信息。 《信息、信息技

术和信息保护法》将宪法的这一规定作为信息法的

基本原则，并在其法律条文中进行了充分的阐述。
但对于信息是否属于所有权客体这个问题与俄罗

斯民法的规定相互矛盾。 《信息、信息技术和信息

保护法》指出，信息可作为民事法律关系客体，但民

法第 ４ 部分第 １２８ 条并没有将信息列为所有权客

体，意味着信息关系不受民法调整和保护，这引起

了广泛的争议，Бачило 等很多学者都呼吁民法第

１２８ 条应增补信息作为所有权客体的规定。
３ ２ ２　 信息获取权的立法保障

俄罗斯《宪法》第 ２９ 条赋予了公民的信息自

由权利，《信息、信息技术和信息保护法》第 ８ 条具

体规定了公民和组织信息获取权的内容，禁止限制

获取的信息种类，并规定了公民和组织在信息获取

权受到侵害时可以采取的法律救济措施。 关于信

息获取权的内容，该条规定：①公民和组织有权以

任何合法方式从任何来源查找和获得任何信息；②
公民有权依法从国家机关和地方自治机关，以及其

法定责任人获得直接涉及其权利和自由的信息；③
组织有权依法从国家机关和地方自治机关获取直

接涉及其权利和义务的信息，以及在实现自己的职

能活动中与上述机关发生相互关系的必要信息。
联邦国家机关、地方自治机关有义务依法向公众提

供其政务活动的信息，希望获得该类信息的人无义

务为获得该信息的必要性说明理由。 国家机关、地
方自治机关、社会组织，以及其责任人的决定和行

为（包括不作为）侵犯了公众的信息获取权，当事

人可以向其上一级机关（上一级责任人）提请申诉

或向法院起诉，因此而遭受损害的当事人可申请民

事赔偿。
另外，依法限制获取的信息主要包括：构成国

家秘密、商业秘密、职务秘密和个人隐私的信息，以
及法律规定的其他秘密信息。 俄罗斯总统令《秘密

信息目录》（１９９７ 年颁布，２００５ 年修改）具体规定了

六类信息属于秘密信息。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１３ 日俄罗斯颁布了《政府信息公

开法》［３１］ ，于２０１０ 年１ 月开始生效。 该法共５ 章２６
条，规定了政府信息公开的基本原则、信息利用者

的权利、政府信息提供的方式，以及违法责任和救

济措施等内容。 其中，政府信息公开的基本原则包

括如下四条：①政府信息的公开性和可获取性；②
政府信息的准确性和提供的及时性；③以任何合法

方式自由地查找、获取、转递、传播政府信息；④提

供政府信息，应维护公民私生活的隐私权及个人秘

密和家庭秘密，维护组织的名誉和商业声誉。 该法

的颁布和实施对于确认并实现公众对政府信息的

知情权具有重要意义。

３ ３　 个人数据立法

俄罗斯在个人数据保护领域的立法活动开始

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其立法进程如下：①１９９３ 年

俄联邦宪法规定了个人有保护其私生活秘密的权

利；②１９９５ 年联邦《信息、信息化和信息保护法》首
次使用了“个人数据”这一术语，并规定了对个人

数据的保护；③１９９７ 年发布总统令《秘密信息目

录》，规定个人隐私信息属于秘密信息；④１９９７ 年独

联体成员国通过了《个人数据法》示范法；⑤２００１
年俄罗斯签署了欧盟《个人数据自动化加工自然人

保护公约》；⑥２００３ 年底俄罗斯国家杜马审议了

《个人数据法》提案，将个人数据保护立法纳入其

议事日程；⑦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２７ 日正式通过并颁布了

《个人数据法》［３２］ 。
俄罗斯《个人数据法》沿用了欧盟对个人数据

的立法模式和基本规范［３３］ 。 该法共有 ６ 章 ２４ 条，
其立法目的是在个人数据加工过程中保护个人的

权利和自由，包括保护其私生活不受侵犯，保护私

人秘密及家庭秘密。 根据该法，“个人数据”是“任
何属于自然人的特定信息或者任何能确认自然人

（个人数据主体）的信息”。 “个人数据加工”是对

个人数据所采取的各种处置行为，包括对个人数据

的收集、系统化整理、积累、保管、使其更为准确（补
充与修改）、利用、传播、使其失去个性、封锁、销毁。
该法规定，一般情况下，必须在征得个人数据主体

同意之后才可加工个人数据；禁止加工涉及种族、
民族、政治观点、宗教或哲学信仰、健康状况、私生

活等特殊种类的个人数据；经营者以及可获取个人

数据的第三人应保护个人数据的秘密性。 该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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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了个人数据主体对其个人数据加工的知情权、信
息获取权、反对权等基本权利。

《个人数据法》是俄罗斯在隐私权保护领域的

首次立法。 个人数据保护是进行跨国信息流的基

本前提，是促进电子商务和网络经济发展的基本保

障。 因此，该法对于保障俄罗斯与欧盟成员国进行

跨国信息交换，促进其电子商务及网络经济的发展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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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 ３１ （Ｂａｃｈｉｌｏ Ｉ 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ｃｉｖｉ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Ｌｅｇ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Ｍ］ Ｍｏｓｃｏｗ： Ｙｕｒａｙｔ， ２０１０： ３１． ）
［１４］ 　 Бачило И Л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ое право： Основы практической информатики： Учебное пособие ［ Ｍ］  М：

Юрайт， ２００１： ４８ （Ｂａｃｈｉｌｏ Ｉ 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ａｗ：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ｓ ｏｆ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 Ｔｅｘｔｂｏｏｋ［Ｍ］ Ｍｏｓｃｏｗ：
Ｙｕｒａｙｔ， ２００１： ４８． ）

［１５］　 Бачило И Л， Лопатин В Н， Федотов М А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ое право： Учебник ／ Под ред Б Н Топорнина

［Ｍ］． СПб： Юридический центр 《Пресс》， ２００１： １１４ （Ｂａｃｈｉｌｏ Ｉ Ｌ， Ｌｏｐａｔｉｎ Ｖ Ｎ， Ｆｅｄｏｔｏｖ Ｍ Ａ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ａｗ：

０８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总第三九卷　 第二〇八期　 Ｖｏｌ ３９ Ｎｏ ２０８

Ｔｅｘｂｏｏｋ ／ Ｅｄ ＢＮ Ｔｏｐｏｒｎｉｎа ［Ｍ］ Ｓｔ Ｐｅｔｅｒｓｂｕｒｇ：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 “Ｐｒｅｓｓ Ｌａｗ Ｃｅｎｔｅｒ”， ２００１： １１４． ）

［１６］　 Бачило И Л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ое право ⁃ новая отрасль прав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методология， теория，

практика） ［Ｊ］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и право， ２００８（３）： ８５ －９２ （Ｂａｃｈｉｌｏ Ｉ 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ａｗ： Ａ ｎｅｗ ｂｒａｎｃｈ ｏｆ ｔｈｅ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ｌａｗ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Ｊ］ 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ｌａｗ， ２００８（３）： ８５ －９２． ）

［１７］　 Копылов В А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ое право［Ｍ］ М： Юристъ， ２００５ （Ｋｏｐｙｌｏｖ Ｖ Ａ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ａｗ［Ｍ］ Ｍｏｓｃｏｗ：

Ｌａｗｙｅｒ， ２００５． ）

［１８］　 Ковалева Н Н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ое право России Учебное пособие［Ｍ］ М： Издательско － торговая корпорация

“Дашков и К”， ２０１０ （Ｋｏｖａｌｅｖａ Ｎ 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ａｗ ｉｎ Ｒｕｓｓｉａ［Ｍ］ Ｍｏｓｃｏｗ：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Ｄａｓｈｋｏｖ ａｎｄ

Ｋ”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０． ）

［１９］　 Копылов В А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ое право［Ｍ］ М： Юристъ， １９９７： ２５ （Ｋｏｐｙｌｏｖ Ｖ Ａ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ａｗ［Ｍ］ Ｍｏｓｃｏｗ：

Ｌａｗｙｅｒ， １９９７： ２５． ）

［２０］　 Бачило И Л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ое право Роль и место в системе прав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Ｊ］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и

право， ２００１（２）： １４ （Ｂａｃｈｉｌｏ Ｉ 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ａｗ： Ｒｏｌｅ ａｎｄ ｐｌａ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ｗ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ｔｈｅ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Ｊ］

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ｌａｗ， ２００１（２）： １４． ）

［２１］　 Копылов В А О системе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ого права［Ｊ］ Сб НТИ， ２０００， １（４）： １４ （Ｋｏｐｙｌｏｖ Ｖ Ａ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ｉ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ａｗ［Ｊ］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２０００， １（４）： １４． ）

［２２］　 Копылов В А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ое право： Вопросы теории и практики［Ｍ］ М： Юристь， ２００３： １２３ （Ｋｏｐｙｌｏｖ Ｖ

Ａ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ａｗ：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ｏｆ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Ｍ］ Ｍｏｓｃｏｗ： Ｌａｗｙｅｒ， ２００３： １２３． ）

［２３］　 Федеральный закон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т ２７ июля ２００６ г Ｎ １４９⁃ФЗ Об информации，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ых

технологиях и о защите информации［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３ － ０２ － ２０］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ｒｇ ｒｕ ／ ２００６ ／ ０７ ／ ２９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ｃｉａ⁃

ｄｏｋ ｈｔｍｌ （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２７ Ｊｕｌｙ ２００６ Ｎ １４９⁃ＦＺ “Ｏ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

ｇｉ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 ［ ＥＢ ／ ＯＬ ］  ［ ２０１３ － ０２ － ２０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ｒｇ ｒｕ ／ ２００６ ／ ０７ ／ ２９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ｃｉａ⁃

ｄｏｋ ｈｔｍｌ． ）

［２４］　 Семилетов С И Электронный документ как продукт технологического процесса документирования информации

и как объект правового 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я［Ｊ］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и право，２００３（１）： ９２ －１０２ （Ｓｅｍｉｌｅｔｏｖ Ｓ Ｉ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ｄｏｃｕ⁃

ｍｅｎｔ ａｓ ａ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ｓ ａｎ ｏｂｊｅｃｔ ｏｆ ｌｅｇ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Ｊ］ 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Ｌａｗ， ２００３（１）： ９２ －１０２． ）

［２５］　 Положение о системе межведомственного электронного документооборота［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３ － ０１ － ２０］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ｒｇ ｒｕ ／ ２００９ ／ ０９ ／ ３０ ／ ｅｌｅｋｔｒ⁃ｄｏｋ ｈｔｍｌ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ａｇｅｎｃｙ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３ －０１ －２０］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ｒｇ ｒｕ ／ ２００９ ／ ０９ ／ ３０ ／ ｅｌｅｋｔｒ⁃ｄｏｋ ｈｔｍｌ． ）

［２６］　 федеральная целевая программа “Электронная Россия （２００２ －２０１０ годы）”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３ －０２ －１４］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ｗｅｂ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ｏｒｇ ／ ６８ｗＣｋＮｂＲ７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ｔａｒｇｅ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Ｒｕｓｓｉａ （２００２ － ２０１０）”［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３ － ０２

－１４］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ｗｅｂ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ｏｒｇ ／ ６８ｗＣｋＮｂＲ７． ）

［２７］　 Стратегия развития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３ － ０２ － １５］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ｒｇ ｒｕ ／ ２００８ ／ ０２ ／ １６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ｃｉａ⁃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ａ⁃ｄｏｋ ｈｔｍ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Ｆｅｄ⁃

ｅｒａｔｉｏｎ［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３ －０２ －１５］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ｒｇ ｒｕ ／ ２００８ ／ ０２ ／ １６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ｃｉａ⁃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ａ⁃ｄｏｋ ｈｔｍｌ． ）

［２８］　 Концепция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электронного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до ２０１０ года［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３

－０２ －１６］ ｈｔｔｐ：／ ／ ｍｉｎｓｖｙａｚ ｒｕ ／ ｒｕ ／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 ＝４０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ｔｈｅ ｅ⁃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Ｒｕｓ⁃

ｓｉａｎ 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２０１０［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３ －０２ －１６］ ｈｔｔｐ：／ ／ ｍｉｎｓｖｙａｚ ｒｕ ／ ｒｕ ／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 ＝４０． ）

［２９］　 Бачило И Л О праве на информацию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Ｍ］ М： МИФИ， １９９７： １８ （Ｂａｃｈｉｌｏ Ｉ Ｌ Ｏｎ

ｒｉｇｈｔ ｔｏ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Ｍ］ Ｍｏｓｃｏｗ： ＭＩＦＩ， １９９７： １８． ）

［３０］　 Толстой В С Гражданское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ое право［Ｍ］ М： Изд⁃во Академии повышения квалификации 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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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秋会： 俄罗斯信息法研究综述
Ｘｉａｏ Ｑｉｕｈｕｉ：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ａｗ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Ｒｕｓｓｉａ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３

日本 ＪＳＴ发布开放获取政策

财团法人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ＪＳＴ）在２０１３年４月发布其开放获取政策：在尊重科研人员发表自由

的前提下，以机构知识库系统、ＪＳＴ 科研基金资助科研成果论文等方式，促使日本科研课题所产生的期刊

论文在网络上免费获取。
ＪＳＴ 与财团法人日本学术振兴协会（ＪＳＰＳ）以及国立情报学研究所（ＩＩＩ）等协商，制定以下政策方案：

①推动机构知识库的发展，减少科研人员存储期刊论文以及操作机构知识库的各种障碍。②日本链接中

心分配学术信息数字资源唯一标识符（ＤＯＩ），实现开放获取学术信息标准化。③筹备或者检验机构知识

库，促成所属单位利用机构知识库。④扩展 Ｊ⁃ＳＴＡＧＥ 在开放获取上的效用。
这项政策将国际图书馆界所推动的开放获取运动中实施的机构知识库政策上升为日本国家政策。今

后，受到 ＪＳＴ 资助的日本科研论文在刊物上发表后，一年内必须免费公开其原文内容。ＪＳＴ 是日本科学技

术信息流通的中央管理机关，以及日本全国科技科研经费的主要资助机构。

资料来源

オープンアクセスに関するＪＳＴ の方針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ｊｓｔ ｇｏ ｊｐ ／ ｐｒ ／ ｉｎｔｒｏ ／ ｐｄｆ ／ ｐｏｌｉｃｙ＿ｏｐｅｎａｃｃｅｓｓ ｐｄｆ．

（顾立平　 整理）

профессиональной переподготовки работников образования， ２００９： ２５ － ３０ （Ｔｏｌｓｔｏｙ Ｖ Ｓ Ｃｉｖｉ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ａｗ

［Ｍ］ Ｍｏｓｃｏｗ：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ｒｅ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２００９： ２５ －３０． ）

［３１］　 Федеральный закон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т ９ февраля ２００９ г Ｎ ８ － ФЗ “Об обеспечении доступа к информации

о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органов и органов местного самоуправления”［ＥＢ／ ＯＬ］ ［２０１３ －０２ －１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ｒｇ ｒｕ ／ ２００９ ／ ０２ ／ １３ ／ ｄｏｓｔｕｐ⁃ｄｏｋ ｈｔｍｌ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９ ２００９ Ｎ ８⁃ＦＺ “Ａｂｏｕｔ ｐｒｏ⁃

ｖｉｄｉｎｇ ｏｆ ａｃｃｅｓｓ ｔｏ 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ｂｏｄｉ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ＥＢ／ ＯＬ］ ［２０１３ －０２

－１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ｒｇ ｒｕ ／ ２００９ ／ ０２ ／ １３ ／ ｄｏｓｔｕｐ⁃ｄｏｋ ｈｔｍｌ． ）

［３２］ 　 Кучеренко А В Этапы и тенденции нормативно⁃правого 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я оборота персональных данных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Ｊ］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ое право， ２００９， １９（４）： ３２ －３６ （Ｋｕｃｈｅｒｅｎｋｏ Ａ Ｖ Ｓｔ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ｔｒｅｎｄｓ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ｄａｔａ ｉｎ ｔｈｅ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Ｊ］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ａｗ， ２００９， １９（４）： ３２ －３６． ）

［３３］　 Федеральный закон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т ２７ июля ２００６ г Ｎ １５２ － ФЗ “О персональных данных”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３ － ０３ － ０２］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ｒｇ ｒｕ ／ ２００６ ／ ０７ ／ ２９ ／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ｊｎｙｅ⁃ｄａｎｎｙｅ⁃ｄｏｋ ｈｔｍｌ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Ｊｕｌｙ ２７ ２００６ Ｎ １５２⁃ＦＺ “Ｏｎ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Ｄａｔａ”［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３ － ０３ － ０２］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ｒｇ ｒｕ ／ ２００６ ／ ０７ ／

２９ ／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ｊｎｙｅ⁃ｄａｎｎｙｅ⁃ｄｏｋ ｈｔｍｌ ）

肖秋会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档案学专业副教授。 通讯地址：湖北省武汉市珞珈山。 邮编：４３００７２。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 －０３ －１５）

０８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