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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013年10月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届第五次会议高票通过了《关于修改(中
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决定》。《你必须知道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100个
热点问题》选取新法中100个的热点、重点、难点的问题，以案例的形式展现案情，再在
新的法律规定下进行法律分析、风险提示和处理建议，告诉大家新的规定和争议解决途
径，*后附有相关的法律条文规定，以方便读者查找。本书由吴景明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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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拿什么保护你。我的个人信息?
案情简介
    消费者刘女士在一家网店购买了某化妆品后，一直有各种化妆品的广告电话及短信
频繁骚扰她，她怀疑是这家网店泄露和利用了她向该网店提供的个人信息所致。刘女士
向该网店提出质疑时，却被告知网店没有这样的行为。刘女士因为没有证据，无法投诉
。只能换了手机号码以避免骚扰，这给她的生活造成了极大的不便。
法律分析
个人信息，是指可以直接或间接识别本人信息的总和，包括一个人生理的、心理的、智
力的、个体的、社会的、经济的、文化的、家庭的信息。正如本案当中的刘女士一样，
日常生活中，很多人都遭遇过个人信息被泄露的烦恼，一些莫名的短信会发送到消费者
手机上，各种各样的推销电话接连不断，令消费者倍感苦恼。随着新《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的颁布，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受保护成为一项消费者权利，消费者在个人信息被泄露
、出售或非法提供后，有了维权的法律保障。与之相对应的是，修改后的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第二十九条规定了经营者应承担的义务，同时还规定了经营者违反该义务时应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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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责任，在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第九项增加了“侵害消费者个人信息依法得到保护的权利
的¨隋形。⋯⋯



版权信息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pdf.com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http://www.tushupdf.com
http://www.tcpdf.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