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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从传播学角度，将公民档案信息与隐私信息比较分析并对其内容进行分类，重点论述了网

络环境之下个人信息的传播特点和传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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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技术迅速发展，网络正在快速地向着集成、
高性能、智能化的方向全面展开，逐步形成一个开发

和使用信息资源的全球网络。公民档案信息网络化

也得到进一步发展，并在促进公民档案信息利用工

作不断发展的同时，对公民档案信息管理工作提出

了新的要求和挑战。如何面向网络，更好地提供方

便快捷的公民档案信息利用服务，已成为新形势下

个人信息管理工作的重点和难点。
1 公民档案信息

1． 1 公民档案信息的概念

公民 档 案 信 息，顾 名 思 义，就 是 指 个 人 信 息

( Personal Information) 。关于个人信息的含义有各

种不同的认识，由于公民档案的实质是信息，所以人

们一般倾向于将公民档案所包含的内容看成是公民

档案信息，因此笔者认同以下观点: 公民档案信息就

是公民档案，两者并无不同，之所以要在公民档案之

后加上“信息”二字，是为了便于人们从“信息”的角

度去认识公民档案及公民档案工作。
1． 2 公民档案信息的构成

公民档案的基本要素包括物质载体要素、语言

符号要素和内容( 信息) 要素。其中物质载体包括

固态载体和记录材料，它构成了公民档案的外壳，是

公民档案的物质基础; 语言符号在公民档案的结构

中位于最表层，构成了公民档案内容的表象，是连接

公民档案内容与其物质载体的中介性要素; 内容

( 信息) 要素构成了公民档案的内核，是公民档案的

本质要素，公民档案信息在公民档案结构中占据着

主导地位，其对“物质载体”、“语言符号”要素具有

决定性作用。物质载体本身虽然负载着公民档案信

息、传送公民档案信息，但并不决定和影响公民档案

信息所要表现的内容; 公民档案信息的贮存和传递

只有借助于一定的物质载体或语言符号才能实现。
没有物质载体或语言符号，公民档案信息就无所依

附、无法传递。所以，公民档案的物质载体或语言符

号在公民档案整体要素中，总的来说是处于相对次

要的地位，但有时它们可能对公民档案信息具有一

定的制约作用，如当公民档案物质载体、语言符号遭

到灭失时，公民档案信息也有可能随之灭失。公民

档案三大要素之间存在着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关联的

辩证关系。
1． 3 公民档案信息的内容

一般地，只要与公民个人有关的信息都应属于

公民档案信息的范畴。公民档案信息传播活动广泛

性决定了公民档案信息类型的多样性。对于公民档

案信息，按照公开程度分为个人信息和隐私信息。
1． 3． 1 个人信息和隐私信息区分 现实生活中，与

公民个人直接有关的信息很多情况下都是公开的，

但涉及到公民的宗教信仰、性取向、社会团体加入情

况等隐私信息时，就表现出了个人信息与隐私的区

别。随着人们从法律、社会制度等角度对隐私的深

入研究，个人信息的重要性被人们逐渐认识的同时，

其与隐私的区别也逐渐显现。图 1 表示了个人信息

与隐私的关系。个人信息的信息概念范围较大，隐

秘度较低，比如说关系亲密的同事、雇主等可以知

晓，且具有较高的真实度。而隐私的信息概念范围

较小，隐秘度较高，一般只有自己的家人知晓，甚至

除了本人不愿意被任何其他人知晓。这些信息无论

真伪都可以称作隐私。
1． 3． 2 个人信息和隐私信息的内容 主要内容包

含两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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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个人信息与隐私的关系

( 1) 个人信息的范围。在某些范围和一定程度

上可以公开的个人信息，主要有: 个人属性信息( In-
formation of a Person＇ s Persona) : 如一个人的姓名、
身份、性别、出生年月、肖像、声音、有效证件名称、有
效证件号码等; 个人联系方式: 电话号码、通讯录、电
子邮件地址、即时通讯地址、网址、IP 地址等; 个人

所拥有的文献资料，这是指个人所拥有的记录有关

个人信息的载体，包括书籍、杂志、报刊、产品样本、
说明书、操作手册、笔记、照片等。

( 2) 隐私信息的范围。它极其个人化，是不能

公开的隐私信息，主要有个人资料信息( Information
of Data about a Person) : 当个人属性被抽离成文字的

描述或记录，如个人的消费习惯、病历、宗教信仰、性
取向、日记、档案、财务资料、工作、前科等纪录; 各类

账号密码: 例如，银行存折、证券账户等的账号、密

码、对账单和明细记录; 信用卡、借记卡等各类卡号、
使用记录及密码; 网站、数据库、软件等登陆的用户

名和密码; 其他各类公共和商业资源入口点的地址、
账号( 用户名、序列号等) 及其密码; 隐私的电子文

档: 存储在个人电脑、PDA、网络空间的属于个人的

各种媒体文档，涵盖文本、表格、图表、目录、图像、音
频、视频文档等。

实际上，对于公民档案信息类型的划分，至今还

没有一种较为统一、较为科学的划分标准。因为个

人信息的公开程度是一个变量，它是受个人因素、社
会因素、文化因素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例如，一

个人的身份证号码信息在法律上属于公开的个人信

息，但是大多数情况下人们都不愿公开他们的身份

证信息。显然，公开的个人信息与隐蔽的个人信息

的界限本身就不是很明确。那么，诸如身份证、护

照、社会保险、驾照、档案、学历学位证书、工作证、军

人证、学生证等的号码只能归入半公开的公民档案

信息范围。因而，这里的划分方式只是一种参考，并

非十分科学。
2 网络下的公民档案信息的传播过程

2． 1 专用网络中的公民档案信息的传播模式

一般地，诸如政府、银行、电信等社会服务机构

等都采用的是专用网络。这些服务机构组织庞大、
功能各异，对人类文明进步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对这些机构来说，它们所收集存储的公民档案信息

记录可谓是无价之宝。税务局需要公民档案信息

( 主要包括姓名、身份证号码、收入状况等) ，从而为

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筹备资金; 公安局需要公民档案

信息( 主要包括户口信息、前科等) ，从而为大众办

理户口服务以及为司法机构提供专项服务; 邮政储

蓄机构需要公民档案信息( 主要包括姓名、相关证

件号、联系方式、私人信件和包裹等) ，从而为大众

提供储蓄和邮件传送服务; 移动公司需要公民档案

信息( 主要包括姓名、身份证号、联系方式等) ，从而

为大众提供通讯服务。这些服务机构掌握着国家经

济运行的命脉，它们作为受传者，法律对其约束力是

相当大的，因而掌握在它们手里的公民档案信息是

比较容易控制的。那么，借鉴公民档案信息传播系

统的基本要素: 传播者、接受者、信息、媒介等进行概

括，可以得到专用网络下的个人信息传播的一个基

本模式，如图 2 所示。
这个传播模式明显存在缺陷，从目前个人信息

传播模式的传播者要素上看，接受公民档案信息的

各类组织形式比较分散化，有关公民本人的传播信

息有多种渠道。例如政府部门存有公民档案、银行

机构存有公民档案、保险公司也存有公民档案信息

等等，缺乏统一的管理平台，行业间很难实现公民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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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信息资源共享。各社会服务机构要适应公民档案

信息化发展的需求建立一个专门的可以共享的个人

信息传播职能机构，充分发挥信息传播对社会发展

的促进作用。

图 2 专用网络个人信息传播模式

2． 2 公众网络中的公民档案信息的传播模式

一般地，非新闻媒体在互联网上建立的网站会

成为这类公民档案信息受传者。著名的有美国雅

虎、中国新浪、网易等。这类网站种类繁多、性质各

异。既有大型综合性商业网站，又有团体、组织、个
人等建立的网站。这类网络个体通常是集传播者与

受传者于一体，它数量庞大、隐蔽性强、个体分散，是

恶意传播者的来源，是最难管理的信息传播者群体。
在公众网络中，只要在 INTERNET 上注册了个人信

息( 特别是 E － mail 地址) ，就会莫名地收到一些垃

圾邮件，更严重的甚至还有网络诈骗等现象的泛滥。
这种环境中的个人信息的传播方式是网络时代

信息传播的典型代表。如图 3，它形象地展示了这

类信息在网络下的传播模式。
图 3 所示的网络中的个人信息传播模式是对网

络传播的粗略概括，它虽然不能完全展示出网络传

播的纷繁复杂，不能明确反映出各个阶段中不同的

外在因素是如何作用与传播的，但是它通过一个简

单的图例给我们展示了网络中个人信息是如何流动

的。其中，商业网站与传播者 /受众之间是广告商家

和消费者的关系，它们常常通过建立“习惯购物数

据库”来详细跟踪无数用户的消费需求，实时掌握

用户的个人信息以便提供网站的服务; 而静态网页、
BBS 论坛、聊天室、视频、音频等与传播者 /受众之间

建立的信息互动模式给网民提供了更为自由的活动

空间，网民可以在匿名的情况下，随意地发表自己的

看法，上传或是下载图片、音频、视频等多媒体文件。
由于网络论坛、新媒体( 如贴吧、博客等) 墨守着一

个“国际惯例”: 网络免责，这就给网络使用者提供

了不用顾忌后果而任意宣泄的途径。比如，张某与

某重要人物李某结有深仇，为了达到报复李某的目

的，张某将涉及李某私人事件和相关照片匿名传到

网上，或是直接找八卦媒体网络进行肆意传播，造成

李某名声暴跌的严重后果。
网络中的个人信息传播过程是一个非常繁杂的

传播系统，并呈现出各种传播形态并存，多种传播方

式并举，高度的交互性，高度的灵活性的特点。在这

样的环境中，对于不同行业、不同背景的人，各种个

人信息的重要程度不同，利用价值也不同，如何有效

地保护个人信息不被滥用而又不妨碍信息化时代中

各个行业不同的发展要求，为如何更有效地对个人

信息的传播控制提供了依据。

图 3 大众网络中的个人信息传播模式

3 结束语

公民档案信息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源，实现

对其传播与保护研究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需要，

是网络时代发展的需要，是开展电子商务的需要，是

进行国际贸易的需要。随着经济和科技的不断发

展，如何实现对网络环境中的公民档案信息的有效

合法的管理使用，期待学者的共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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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civilization needs public library to promote the juvenile reading space，wh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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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zes briefly the problems of current public library juvenile reading extension，and proposes to build a juven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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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c library service content，service area，and innovate service mod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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