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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摘  要  

 

内 容 摘 要 

 

完善的个人信用征信法律制度是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组成部分，因为完善的

个人信用征信法律制度有利于规范和促进个人信用征信行业的发展，从而有利于

促进信用交易的发展。而个人信用征信必然会与个人隐私权的保护产生冲突。如

何协调二者的关系是建立健全我国个人信用征信法律制度的关键。 

第一章对个人信用征信和隐私权的一般内容作概括性介绍。从信用谈起，提

出信用的概念，简要分析个人信用征信的概念、个人信用信息的内容和基本特征，

并对个人信息隐私权的内容和隐私的内涵进行分析。 

第二章对个人信用征信和隐私权冲突的原因和实质进行分析。二者冲突的原

因主要包括权利原因、法律制度原因和公民权利意识原因。而个人信用征信与隐

私权保护冲突的实质是信用交易相对人保证交易安全的利益要求与信息主体保

障自身生活安宁及其他隐私利益的冲突。 

第三章针对个人信用征信和隐私权的冲突探讨其解决的原则，包括合法性原

则和权利协调原则，并对权利协调原则进行重点的阐述。 

第四章是在借鉴外国立法包括美国、欧盟和日本立法的一些立法经验，同时

根据我国关于个人信用征信的立法现状和不足之处，提出如何在完善我国个人信

用征信法律制度的同时，有效地保护个人隐私权的立法建议。 

 

关 键 词：个人信用征信；隐私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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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BSTRACT 
 

A perfect legal system on personal credit information collection is a necessary 

component of China’s market economy system for the reason that it helps to 

standardize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personal credit information collection 

industry, and hence the expansion of credit transactions. However, there exists a 

conflict between personal credit information collection and the protection of personal 

privacy. How to coordin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is then key to the 

establishment and perfection of China’s legal system on personal credit information 

collection. 

Chapter One is a general remark on the basic contents of personal credit 

information collection and personal privacy. The discussuion begins with credit, 

presents the concept of credit and a brief analysis of the concept, contents and basic 

features of personal credit information collection, and then gives an analysis of the 

contents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privacy and the meanings of privacy. 

Chapter Two gives an analysis of the reasons for and substance of the conflict 

between personal credit information collection and personal privacy. The reasons 

mainly include three aspects, i.e., rights, legal system and citizens’awareness of their 

rights. The conflict between personal credit information collection and personal 

privacy is in essence a conflict between the interests of parties to a credit transaction 

to maintain security of transactions and the needs of information parties to secure 

peace of life and other privacy interests. 

Chapter Three attempts to explore approaches to solve the conflict between 

personal credit information collection and personal privacy. These approaches include 

the principle of legitimacy and the principle of coordination of rights. The disscusion 

elaborates on the principle of coordination of rights. 

Taking into accounts the experience of foreign laws, such as relevant 

legislations of US, EU and Japan, and considering the status quo and shortcomings 

of China’s legislations on personal credit information collection, Chapter Four puts 

forwards serveral suggestions for perfection of China’s legal system on personal 

credit information collection and in the meantime effective protection of pers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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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vacy. 

 

Key Words：Personal Credit Information Collection； 

Protection of Personal Priv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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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1

 

引  言 

 

现代市场经济的本质是交易经济,其运行效率取决于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信

任度和信用环节。①而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因应交易一方了解对方信用状况的

需求，逐渐出现了专门从事信用征信的中介机构，对个人的信用状况进行调查和

评估，为用户和社会提供服务。征信机构从事个人信用征信的依据在于法律所赋

予的征信权。在信用交易中,对于信用授予方而言，对个人信息了解得越详细，

则越有利于其了解个人的信用状况，从而越有利于降低和避免信用交易的风险。

这种需求促使从事个人信用征信的中介机构通过各种途径收集个人的各种信用

信息。 

而隐私权是属于个人的人格权，个人信息是隐私权保护的重要部分，任何人

不得非法获取、传播、利用别人的个人信息。而个人信用征信正是对个人信息的

收集、公开和利用，这就导致了个人信用征信与隐私权保护产生冲突。 

如何在规范和保障个人信用征信活动有序进行的同时，又能保护个人的隐私

权，是完善我国个人信用征信法律制度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本文从权利冲突的角度,分析个人信用征信与隐私权保护冲突的原因和实质,

探讨解决二者冲突的原则, 并提出完善我国相关立法的建议。 

 

 

                                                        
① 陈潜，唐民浩，主编．信用·法律制度及运行实务[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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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个人信用征信和隐私权概述 

 

第一节  信用 

 

在阐述个人信用征信之前，首先要明确一下信用的概念。 

在英美法系国家，信用被称之为 Credit，或 Trust、Reliance。《牛津法律大

辞典》将其解释为：“为得到或提供货物或服务后并不立即而是允诺在将来付给

报酬的做法。”“一方是否通过信贷与另一方做交易，取决于他对债务人的特点、

偿还能力和提供的担保的估计”。 ①我国法学界对信用的代表性的观点有:信用是

社会上与其经济能力相对应的经济评价。②信用应指一般人对于当事人自我表现

经济评价的信赖性,即信誉。③信用是民事主体所具有的经济能力在社会上获得的

相应依赖与评价。④信用是指民事主体所具有的偿付债务的能力而在社会上获得

的相应的信赖和评价。⑤信用与赊购、信贷等信用交易相关，是与民事主体的履

行义务能力和意愿相对应的社会评价。⑥ 

从上述观点可看出,信用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伴随信贷活

动或商业赊购等而产生的,它是对民事主体偿债能力和偿债意愿的社会评价。信

用的概念包括以下的几个内容: （1）信用发生于信贷活动或商业赊购等民事活

动领域，因此，它为一般民事主体所享有，主要是自然人和法人，国家在民事活

动领域中也可以成为信用的主体。（2）信用是一种社会评价，也就是由他人对民

事主体进行的评价，而不是民事主体自行作出的评价。民事主体的信用情况是信

用授予方据以对其进行发放贷款、提供商业赊购等信用交易的前提，因此，信用

授予方首先要对民事主体的信用状况进行评价。而由于社会分工的发展，并且由

于交易双方信息的不对称，这种社会评价逐渐由专业的征信机构来进行。专业的

征信机构也通过建立一整套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来评定民事主体的信用情况。

                                                        
① [英]戴维·M·沃克．牛津法律大辞典[M]．邓正来等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225． 
② 王利明．民法·侵权行为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299． 
③ 张俊浩．民法学原理[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158． 
④ 杨立新．人身权法[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638． 
⑤ 吴汉东．论信用权[J]．法学，2001，(1)：42． 
⑥ 陈潜，唐民浩，主编．信用·法律制度及运行实务[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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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信用评价包括两个方面，即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主观因素主要体现为民

事主体的历史履约记录（包括正面记录和负面记录），其反映了民事主体偿债意

愿的高低，特别是偿债条件出现了不利于民事主体的重大变化时，民事主体偿债

意愿的高低；客观因素主要包括民事主体的收入情况和财产状态等，这些因素是

民事主体偿债的经济基础。而上述部分学者的观点存在忽略信用的客观因素的现

象。偿债能力和偿债意愿一样,都是信用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比如,在信贷关系

中,若仅考察借款人的还款记录,而不考虑借款人的客观的收入情况和财产状态,

借款人贷款的偿还可通过高利贷融资的方式进行,这种“良好的信用”具有迷惑

性，因为它不具有实际的偿还基础（如财产和收入来源）作为支撑。由此看出，

在对信用进行定义时，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同样重要，缺一不可。 

 

第二节  个人信用征信 

 

个人信用征信是指征信机构依法对分散于各商业银行和社会其他方面的个

人信用信息进行采集、存储、加工，形成个人信用信息数据库，最终为社会提供

个人信用情况查询和评估服务的活动。在征信行业发达的国家，消费者申请信用

消费时，信用授予方都需要对消费者的信用资格、信用状况和信用能力进行评价，

这种评价的主要依据是个人征信机构提供的信用报告。现阶段我国个人信用信息

的使用者主要为商业银行，而作为全球征信行业最为发达的美国，个人信用征信

机构的服务对象已经多元化，主要包括银行、信用卡公司、保险公司、零售商、

公用事业公司、企业雇主、租赁公司、商账催收公司和消费者等。 

征信机构从事个人信用征信的依据在于法律所赋予的征信权。征信权是指征

信机构依法享有的采集、分析、加工以及使用信用信息的权利，包括征信机构在

信息采集过程中享有的信息收集、信息加工处理和信息使用权等等。在征信法律

关系中，征信权源于信用授予方的知情权。个人信用征信服务是随着个人信用交

易的发展和普及而发展起来的。当个人需要贷款、赊购商品、分期付款和购买保

险等时，信用授予方就需要了解消费者的信用状况，包括偿债能力和偿债意愿，

从而产生了对个人信用报告的市场需求。与这种市场需求相适应，个人信用征信

行业便应运而生。美国是个人信用征信行业最为发达的国家，征信机构所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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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个人信用报告不仅是商业银行对个人进行授信决策的主要依据，也广泛使

用于就业、赊销、租赁、保险等领域。因此，个人信用报告的准确性和公正性对

信用交易的顺利进行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个人信用征信活动是围绕个人信用信息进行的。个人信用信息是指与个人信

用能力和个人信用行为相关的信息，涵盖各类可能影响个人信用的因素。①征信

机构从事个人信用征信所需的个人信用信息主要有四类：一是包括姓名、性别、

出生日期、身份证号码、住址、工作单位、家庭关系、婚姻状况、收入状况和财

产状况等在内的具有识别功能的个人基本信息；二是与金融机构发生借贷关系过

程中形成的还款记录（包括正面记录和负面记录）；三是向商业机构（不包括金

融机构）赊购商品或者服务过程中形成的还款记录；四是为行政机关、司法机关

掌握的个人信息，亦称公共记录。 

个人信用信息具有以下几个基本特征：（1）客观性。个人信用信息的客观性

指的是个人信用信息是个人信用的真实反映，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而转移的客观

事实。个人身份识别信息、个人与金融机构及其它商业机构发生信用交易行为的

记录和社会公共记录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也就是因为个人信用信息的客观性，

它才具备证明个人信用状况的“证据功能”。征信机构采集的个人信用信息如果不

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则不仅不能真实评价个人的信用状况，同时也可能存在侵害

个人“信用权”②的情形。（2）关联性。个人信用信息针对的是特定个人，且只与

个人的偿债能力和偿债意愿相关。个人身份识别信息用于确定信用信息所属的民

事主体，而个人与商业机构(包括金融机构)发生信用交易行为的记录和社会公共

记录则反映个人除信用交易记录之外的其他偿债能力和偿债意愿的记录。③对于

与个人信用无关的相关信息，比如个人的性生活等，因其与个人信用无关，也不

属于上述所说的个人信用信息的范围，故其不具有与个人信用的关联性，不属于

个人信用信息。（3）个人信用信息采集和使用的合法性。个人信用信息的采集和

使用往往涉及个人隐私，而隐私权是个人的基本人权，法律对个人信用信息的采

集方式和使用一般都设定一定的限制条件。而作为法律所要保护的社会关系，首

                                                        
① 陈潜，唐民浩，主编．信用·法律制度及运行实务[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39-40． 
② 吴汉东．论信用权[J]．法学,2001，(1)：42． 
③ 罗亚海．个人征信信息采集的法律思考[EB/OL]． 
http://www.studa.net/faxuelilun/080525/16173188.html,2008-0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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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要求其必须为合法，其中包括采集方式和使用必须合法。故在进行个人信用征

信时，应遵守法律的相关规定。 

 

第三节  隐私权 

 

隐私权的概念是美国法学家布兰戴斯和沃伦于 1890 年发表在《哈佛法律评

论》上的一篇名为《隐私权》的文章中提出来的。我国学者王利明、杨立新教授

认为隐私权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个人信息的保密、个人生活不受干扰的权利、

个人私事决定的自由。①张新宝教授对隐私权的定义为“隐私权是指公民享有的私

人生活安宁和私人信息受到法律保护，不被他人非法侵扰、知悉、搜集、利用和

公开等的一种人格权”。②隐私权是特定民事主体享有的对其个人事务、个人信息

和个人领域得自主支配，排除他人侵扰的具体人格权。③ 

上述观点均认为，隐私权是一种人格权，且包括个人信息隐私权。而在个人

信用征信中，作为征信的对象就是个人信息。隐私权属于人格权，具有绝对权的

特征，任何他人对特定民事主体的隐私权均负有不得侵扰的消极义务，这是隐私

权的消极权能。个人隐私权受到侵犯时，可要求停止侵害等。同时，由于隐私权

是“个人在通常情况下决定他的思想、观点和情感在多大程度上与别人交流的权

利”，因此它还具备积极权能，个人可决定其隐私是否公开、公开的程度、对谁

公开等。因此，个人信息隐私权应包括以下内容:1、个人信息保密权，即个人有

权根据自己的意愿决定不对外公开其个人信息，有权禁止他人非法收集、储存、

利用、处理、转让、传播、公开自己的个人信息；2、个人信息支配权，即个人

有权根据自己的意愿自主使用自己的个人信息和许可他人使用自己的个人信息；

3、个人信息知情权，即个人有权知悉征信机构是否在收集、储存、利用、处理、

转让、传播、公开自己的个人信息，对有上述行为的征信机构，有权要求知悉其

个人信息的内容、用途、使用者的有关信息并接触该项个人信息记录；4、个人

信息更正权，即个人有权要求征信机构保证其持有的关于自己的个人信息的准确

性、完整性和及时性，对不准确、不完整和不及时的信息有权要求征信机构更正

                                                        
① 王利明，杨立新．人格权与新闻侵权[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1995．415-421． 
② 张新宝．隐私权的法律保护[M]．北京：群众出版社，1997．3． 
③ 梁慧星．隐私的本质与隐私权的概念[J]．人民司法，2003，(4)：4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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