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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个人信息保护 禁止滥用大数据“杀熟”
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发布会解读《四川省数据条例》

1月1日起，四川省数据领域第一部
基础性法规《四川省数据条例》（以下简
称《条例》）正式实施。

如何保障公民的数据安全和个人
信息安全？如何有效促进数据依法有
序流通和应用？2月16日，省政府新闻
办在成都举行《四川省数据条例》解读
新闻发布会。会上，省人大经济委副
主任委员陈贵林、省大数据中心副主
任何雨对《条例》进行了解读并回答记
者提问。

为何制定《条例》？
赋能数字经济和社会发展

陈贵林介绍，《条例》共八章七十
条，以促进数据利用和产业发展为基本
定位，紧扣以规范促发展、以保护促利
用的立法主线，聚焦数据资源体系建
设、数据流通利用、数据安全管理三大
环节，针对我省数字化发展的瓶颈问
题，在满足安全要求的前提下，最大程
度促进数据流通和开发利用，赋能数字
经济和社会发展。

《条例》有哪些主要内容？陈贵林
说，《条例》包括了进一步理顺数据管
理体制机制、推进数据资源统一管理、
促进数据要素有序流通、推动数据资
源高效开发利用、加强数据安全管理
和个人信息保护、协同推进区域合作
六大方面。

完善数据交易规则
禁止滥用大数据技术“杀熟”

陈贵林说，在管理方面，《条例》的
实施强化了地方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数
据管理的主体责任，并推进全省公共数
据资源“一本账管理”。例如，建设公共
数据资源管理平台，建立统一数据目
录，实现数据资源清单化管理等。

为促进数据要素有序流通，四川建
立公共数据共享、开放机制，推动公共
数据在各地区、各部门间共享和依法对

社会开放。值得注意的是，《条例》明确
规定禁止滥用大数据技术进行消费者

“杀熟”等不正当竞争行为。
如何推动数据资源高效开发利

用？据介绍，《条例》明确全省统筹规划
基础设施布局，围绕资金、人才、科研等
要素制定保障措施，培育壮大数据采
集、存储管理、挖掘分析、交易流通、安
全保护等数据核心产业，发展人工智
能、数据存储、物联网、高端软件、网络
安全等数字相关产业。

在区域合作方面，应加强数据领域
省际合作，按照应用协同需求，与其他
省、自治区、直辖市共同促进公共数据
共享交换、数字认证、电子证照等跨区
域互通互认。

强调个人信息保护
限制个人生物识别信息收集

“在信息化时代，数据安全和个人
信息保护问题显得尤为突出和重要。
国家层面颁布了‘三法一条例’，对数据
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做了全面详细规
定。”何雨说，《条例》落实上位法要求，
将保障数据安全作为条例的立法目的
之一，在第一条就开宗明义地提出，保
护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的合法权
益。

在数据安全方面，《条例》主要从
“实行两大制度、建立六大机制、明确数
据安全保护义务”三方面、进行系统设
计。

其中，两大制度是指数据安全责任

制度、数据分类分级保护制度——数据
安全实行谁收集谁负责、谁使用谁负
责、谁运行谁负责的责任制。六大机制
包括建立数据安全风险评估、风险报
告、信息共享、监测预警、应急处置、监
督检查机制，强调数据安全保护的部门
间协同联动。

值得注意的是，在个人信息保护方
面，《条例》强调，收集数据要遵循合法、
正当、必要的原则，要遵守网络安全、数
据安全、个人信息保护等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和国家标准强制性要求。同时，
针对实践中大家反映比较突出的问题，
在上位法基础上作了细化。

“主要严格限制个人生物识别信息
收集，明确规定已经通过有效身份证件
验明身份的，不得强制通过收集指纹、
虹膜、人脸等生物识别信息重复验证。
在公共场所以及公共区域，不得以图像
采集、个人身份识别技术作为出入该场
所或者区域的唯一验证方式。”何雨说，
在突发事件应对中的个人信息保护，要
求对突发事件应对过程中收集的个人
信息予以保密，只能用于应对突发事
件，并在突发事件结束后采取数据封
存、应用关停等处置措施。

此外，加强数据流通过程中的个人
信息保护，《条例》明确规定，开放、交易
涉及个人信息的数据，应当经过匿名化
处理或者取得当事人的授权同意；同
时，建立个人信息权益救济机制，规定
当事人认为开放的公共数据侵犯其合
法权益的，有权提出撤回数据的要求。

开展常态化合作
川渝已实现317类数据资源共享

数据是数字经济时代的关键生产
要素，但在现实中，数据资源的分散、统
筹利用难这些问题导致数据资源价值
难以充分发挥。

何雨谈到，《条例》以单章形式提出
要深化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着力
在促进数据共享、开放、交易流通等方
面进行制度设计，要在推进公共数据共
享、开放、授权运营，规范数据交易，促
进数据要素依法有序流通。

《条例》明确要构建全省公共数据
资源中心体系和建设公共数据资源管
理平台，来支撑公共数据汇聚、存储、共
享、开放和安全管理等各方面的工作。

“通过建设公共数据资源管理平台
这样一个载体来解决数据共享的问题，
达到打破信息孤岛，实现数据共享的目
的，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更好地
服务民生保障。”何雨说。

值得注意的是，在公共数据开放方
面。《条例》鼓励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依法
最大限度向社会有序开放公共数据，为
社会所用。

川渝两地在推进数据领域合作方
面有哪些进展？据介绍，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建设重大战略实施以来，四川与
重庆联合创建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
试验区，两地数据领域合作取得长足进
展。

在合作机制方面，两地数据管理机
构签署了合作备忘录，在数据领域开展
常态化合作；在数据资源共享方面，现
已实现发改、公安、人社、交通、自然资
源等44个部门的317类数据资源落地共
享；在深化政务服务“川渝通办”方面，
建立“川渝通办”服务专区，实现三批次
311项高频服务事项落地可办，累计办
件超过1300万件，推动机动车驾驶证、
律师执业证、社保卡等30余类电子证照
川渝两地互认。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罗田怡 杨芮雯

《四川省数据条例》主要包含六大方面

1.进一步理顺数据管理体制机制

2.推进数据资源统一管理

3.促进数据要素有序流通

4.推动数据资源高效开发利用

5.加强数据安全管理和个人信息保护

6.协同推进区域合作

2月14日一大早，四川艺术职业学
院50多位演职人员会聚在成都市温江
区录制川剧《卧虎令》的数字资源。“这
是文旅部的一个数字影像项目。这意
味着以后在央视戏曲频道，观众能看到
更多川剧了。”在剧中饰演主角董宣的
四川省文联主席、四川艺术职业学院院
长、四川省川剧院院长陈智林说。

陈智林与《卧虎令》的缘分从15岁
开始。他用2角零花钱买了1张票，看
了由杨昌林主演的《卧虎令》。他说这
是“自己戏剧人生里决定性的一张
票”。看完《卧虎令》后，陈智林下定决
心“转型”成专业川剧演员。这次当选为
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陈智林希望能
为更多职业学校的孩子买好“戏剧人生”
的门票，用专业的职业教育抓住他们成
长中的“决定性瞬间”，让他们能更通畅
地在产教融合的路子上传承好川剧。

拉近“讲台”到“舞台”的距离

“这条已经很好了，但咱们再保一
条好吗？再对比对比。”在《卧虎令》数
字资源录制现场，陈智林听到导演的
要求后，从容地又调整到演出“初始状
态”。他也叮嘱其他演员同事、学生要
一丝不苟站好位，每一个细节都精益
求精。

川剧《卧虎令》原创于上世纪70年
代末80年代初，1979年，四川省川剧院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首
演于北京，获当时文化部授予的创作、

演出二等奖。2013年，四川省川剧院对
该剧全新重排，由陈智林领衔主演，获
得巨大成功。

如今，四川艺术职业学院的学生们
与科任教师、业内大师同台录制这部戏
的数字资源，一方面能在演员表演状态
最好时，留下珍贵的代表作影像资料；
另一方面也是希望传统戏剧走出剧场，
在更广阔的平台传播。而这样的录制
活动，何尝不是一种“传承”。

在陈智林看来，学生成长的“决定
性瞬间”需要机遇。他尽可能地在艺术
职业教育中，努力拉近讲台到舞台的距
离，延长师生教学相长的“生命线”。传
统戏剧老先生的“口传心授”固然重要，
但视频数字资源能更直观地为今后的
学生提供“活教材”，在一定程度上减少

“老先生去世，就带走一部戏”的遗憾。

川剧《草鞋县令》将开启全国巡演

在陈智林的主导下，近10年来，四
川艺术职业学院打下多套“产教融合”
的组合拳，如为每位学生配置业内导
师，每个系对接四川及成都重点打造的

文化艺术、文化创意园区，每个专业对
接1个知名企业等，尽力保证学生能学
到“真本事”。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陈智林3月的
日程表满满当当。他将带着提案和思
考去北京参会，为打通职业教育学制、
就业资源等方面的壁垒建言，也多听听
各界对职业教育发展、传统戏曲创新发
展的意见建议。

今年全国两会后，他将带着学生、
演员、教师组成的表演团队继续活跃在
舞台上——在北京开启“四川造”文艺
精品《草鞋县令》的全国巡演。这部作
品2022年曾代表四川获得中国舞台艺
术领域的政府最高奖“文华大奖”。

未来，陈智林希望能和川剧同仁一
起，把什邡县令纪大奎穿着草鞋为百姓
治水的故事带给全国观众，让更多人了
解川剧，感受川剧魅力。“当年我是一张
票、一场好戏的受益者，现在我也希望
用高水准的职业教育，联合业内优秀演
员，打磨更多好戏，开启孩子们未来戏
剧人生的多种可能性。”陈智林说。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李婷

代表委员履新记

人物名片：
陈智林，全国政协委员，四

川省文联主席、四川艺术职业学
院院长、四川省川剧院院长

履新感言：
希望能为更多职业学校的

学生买好“戏剧人生”的门票，用
专业的职业教育抓住他们成长
中“决定性瞬间”，让他们能更通
畅地在产教融合的路子上传承
好川剧

从课堂到舞台，用职业教育抓住成长中的“决定性瞬间”

为学生的“川剧人生”买好门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