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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隐私立法与存档的声明（草案） 
 
近年来，旨在保护个人数据的立法和法学研究日益得到关注和支持，这反映出人们意识到在收集和使用个人

数据的新方式中存在一定的侵犯性。 

 
这一进程受到广泛欢迎，但也引发了关于它们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存档业务和机构存藏内容（如记录、数据等）

完整性的担忧。鉴于存档管理者应遵守法律要求，法律规定不够明晰，会导致被强加约束性过强的实践准则，

这反过来会影响档案资料的采集与保存，并最终对信息获取产生冲击。 

 
本声明旨在为图书馆、档案馆及其协会在倡导数据保护法律方面制定核心原则。 

 

档案资料的性质 
档案资料被国际档案理事会定义为“保留人类活动长期价值的文献性副产品，是个人或组织在开展业务时创

造的同时期记录，由此提供了一扇浏览过去事件的直观窗口。” 

 
不论是出于研究、透明度和工作责任感的目的，还是仅仅确保一项历史记录尽可能完整去开展存藏工作，这

些资料为理解我们的过去提供了重要基础，也有助于构建更强大的社会与民主。 

 
它们能存在于包括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在内的不同（机构）环境中。通过遴选、保存和提供访问权限，

这些持有档案资料的机构在实现社会和公民目标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 

 

档案资料与个人数据 
档案中不可避免地含有个人身份信息。这可界定为与已知个人相关的、披露其个性、境况和活动的任何信息。

无论如何，访问机制不能脱离信息管理和保存功能而存在，因此也同样需要健全的记录管理和档案规划。 

 
对此类信息的处理提出了关键问题。《世界人权宣言》第 12 条赋予任何人私生活、家庭和通信不得受到任意

干涉的权利。 

 
但《世界人权宣言》第 29 条也强调“人人应只受法律所确定的限制，确定此种限制的唯一目的在于保证对旁

人的权利和自由给予应有的承认和尊重，并在一个民主的社会中适应道德、公共秩序和普遍福利的正当需

要。” 

 
在这些条款之间取得适当平衡，意味着基于伦理原则谨慎做出专业判断。那些在图书馆和档案馆工作的人们

遵守准则，以支持他们对获取、管理和访问此类资料的方式进行决策。在个人数据量很大的情况下，通常由

档案管理员来安全地保存记录，直到因敏感度失效且/或相关个人身故而开放访问为止。 

 

保存与访问档案资料的当前实践 
国际图联的伦理准则、《关于在历史记录中获取个人身份信息的声明》以及国际档案理事会的伦理准则都制

定了标准，并得到全球和各国层面专家委员会的支持。 

 
这些标准在默认情况下采取促进档案资料获取的方法，在严格遵循基于任何相关法律（包括隐私法）精神及

条款的限制下，根据专业理解和判断进行阐释。此类限制无疑包含以下情况：信息有可能助长身份盗用、信

息不公、无关信息、或引发不合理损害（例如“被遗忘权”的立法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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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些文件允许在特定情况下可对访问进行限制，但它们都明确反对永久破坏或删除档案收藏中的信息。

此类行为会损害档案收藏管理者根据自我判断做出关于访问决定的能力。 

 

对个人数据保护立法的建议 
倘若新规定认可个人在持有档案资料的机构内访问、纠正并要求改动或删除其自身相关信息的权利，就会带

来研究者等群体今后无法获取完整收藏内可靠记录的风险，并会降低当权者的透明度和责任心。 

 
为此，我们向政府和其他决策者提出以下建议： 

 
• 对在影响个人信息收集与管理方式方面赋予人们更大权利及改善余地的法律，我们表示欢迎。 

 

• 但此类法规应提供例外情况，以确保如图书馆和档案馆等专业机构能够采集并保存包含个人身份信息

的资料。 

 

• 尽管在默认情况下围绕档案资料访问获取的法规应当是促进访问的，但在必要时应允许存在应用例外，

以保护个人隐私、机密、文化敏感性，或满足合法的安全考虑。 

 

• 任何情况下法律都不得允许、授权销毁或移除文献或文化遗产组织持有的档案资料，这些被遴选保护

的资料因其具有持久的文化重要意义而得到保存。 

 

• 应当支持图书馆、档案馆等其他档案资料持有者，在管理、决策含有个人身份信息资料的访问获取方

面制定并应用严格高效的道德准则。 

 

• 持有档案资料的图书馆和档案馆在善意行事时，应从责任限制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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