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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00/2021_2022__EF_BC_9A2

008_E7_94_B3_c26_500792.htm 加强对隐私权的保护 隐私权是

自然人享有的对自己个人秘密和个人私生活进行支配并排除

他人干涉的一种人格权。隐私权是公民人身权利的一种，是

一项重要的民事权利，其核心内容是对自己的隐私权依照自

己的意志进行支配，其他任何人都负有不得侵害的义务。 来

源：www.examda.com 确认自然人享有隐私权，对权利人的隐

私进行严格的保护，防止他人非法侵害任何人的隐私权。这

是保护人的尊严的重要法律措施，是任何人都不能够忽视和

违背的。特别是在当今这样一个信息化社会里，随着信息传

播手段和技术的迅猛发展，人们的隐私越来越面临着被侵犯

的威胁。 世界各国对于隐私权的保护、研究非常重视，许多

国家把隐私权列入民法典，直接予以保护。我国民事法律发

展较慢，对人格权的研究更为落后，由于民事法律中没有明

确的条款保护隐私权，只是参照人格权中相关的名誉权来予

以保护，对隐私权的保护十分不利。侵害隐私权的行为非常

普遍。 来源：考试大 因此，我国应当在《宪法》、《刑法》

、《民法》、《行政法》和《程序法》中明确规定隐私权的

概念、保护方法、权利主体、隐私的范围以及侵犯他人隐私

权应承担的责任等内容。为公民隐私权的保护提供强有力的

法律保障。 有关机关和部门应该切实履行保护公民隐私的职

责。如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司法机关不得非法搜查或者非

法侵入公民的住宅。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

。除国家安全或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外，任何组织或个人不



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不得以书面

、口头形式宣扬他人的隐私，人民法院对涉及国家秘密、个

人隐私的案件，不公开审理等。任何报纸不得刊载包括诽谤

或侮辱他人的以及法律禁止刊登的其他内容。此外，有关部

门对妇女、未成年人、消费者的隐私，也应进行保护。 隐私

权纠纷增多的原因还在于许多人，尤其是一些新闻媒体对公

民的隐私和隐私权及其法律保护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甚至

错误地以为我国法律对个人隐私权没有明确保护，以至于侵

犯了他人的隐私权还不知是违法。因此，必须大力进行宣传

教育，使公民对隐私权等与个人生活息息相关的权利有基本

了解，从而加强对自身权利的保护。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