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单位这样处理员工个人信息
不构成侵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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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单位在日常

工作中，往往会涉及处

理员工个人信息。其

间，不时有是否侵权的

争执。其实，用人单位

在 3 种情形下并不构

成侵权。

核心
阅读

在员工同意范围内处理个人信息不构成侵权1

未申请工伤认定

不等于不能享受工伤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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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员工已自行公开的个人信息不构成侵权2

为维护员工合法权益处理个人信息不构成侵权333

说法
公司之举不构成侵权。
个人信息是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

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
特定自然人的各种信息，包括自然人的
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证件号码、生物识
别信息、住址、电话号码、电子邮箱、健康
信息等。

《民法典》第 1036 条第（一）项规定，

处理个人信息，在该自然人或者其监护
人同意的范围内合理实施的，行为人不
承担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
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 12 条也
指出，经自然人书面同意且在约定范围
内公开，即使造成其损害，也无须承担侵
权责任。而公司之举已事先取得参选者
同意，且公示的范围仅限于公司公告栏。

某公司在选拔中层干部时，曾在
参选说明中明确告知，必须如实填写
个人信息，且基于公平、公正、公开，
相关信息将在公司公告栏公示。事
后，参选的林女士认为公司公示其个
人信息的行为构成侵权。

案例

说法
公司之举不构成侵权。《民法典》第

1036 条第（二）项规定，处理个人信息，除
该自然人明确拒绝或者处理该信息侵害
其重大利益外，合理处理该自然人自行
公开的或者其他已经合法公开的信息，
不承担民事责任。其中，自行公开的个人
信息是指自然人主动通过报纸、网络等
方式向社会上不特定公众予以发布的个
人信息；其他已经合法公开的个人信息

是指依据法律规定或者与自然人的合同
约定等而向社会上不特定公众予以发布
的个人信息。

刘女士在注册社交平台账号的过程
中填写了自己的教育背景和职业岗位，
并选择将这些信息设置为公开可见状
态，公司自然将其自行公开的对应信息
纳入员工资料，更何况此举并不会侵害
刘女士的重大利益，刘女士在发布时也
没有明确拒绝他人采用。

一家公司为健全员工资料，基于
刘女士提交的入职登记表中信息不
详，而刘女士在其注册社交平台账号
时，填写了自己的教育背景和职业岗
位等，并将之设置为公开可见状态，
且没有表示拒绝他人采用，遂未经刘
女士同意而采用。公司的行为构成
侵权吗？

案例

说法
公司之举不构成侵权。

《民法典》第1036条第（三）项规定，为
维护公共利益或者该自然人合法权益，合
理处理个人信息，不承担民事责任。

结合本案，尽管赵女士可能与丈夫
不和，尽管公司没有征求赵女士意见即
提供了其个人信息，但公司之举是为了
给赵女士申请工伤认定提供便利，使赵

女士的合法权益免于受到损害，具有维
护赵女士合法权益的意思，基于夫妻的
特殊身份，公司也有理由相信其丈夫是
为了赵女士的合法权益。值得注意的是，
即使是为了维护员工的合法权益而处理
其个人信息，也要受到“合理”的限制，即
不得实施任意扩大个人信息收集范围或
任意选择个人信息处理方法等行为。

颜梅生

赵女士因工受伤后，其丈夫为赵
女士申请工伤认定，要求公司提供赵
女士的个人信息资料。公司没有征
求赵女士意见即照办了。相关信息
资料随后交到了工伤认定机构。而
赵女士以与丈夫不和、公司未经其同
意而擅自提供为由，认为公司侵权。

案例

编辑同志：
我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由于工

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后，基于我和公司
都没有按时申请工伤认定，以至于工伤
认定机构以逾期为由于近日决定不予
受理。而没有为我办理工伤保险的公
司 也 以 我 未 经 工 伤 认 定 为 由 拒 绝 担
责。请问：公司的理由成立吗？

读者 曾萍萍

曾萍萍读者：
公司的理由不能成立，即其仍应承

担工伤赔偿责任。
一方面，你享有获得工伤待遇的权

利。工伤保险是指劳动者在生产工作中
因意外事故或职业病致伤、致病、致残、
死亡时，劳动者或其直系亲属依法所享
有的社会保险。《工伤保险条例》第 1 条
规定：“为了保障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
或者患职业病的职工获得医疗救治和
经济补偿，促进工伤预防和职业康复，
分散用人单位的工伤风险，制定本条
例。”即享受工伤待遇是工伤职工的法
定利益，职工只要符合工伤条件便可以
享受工伤待遇。鉴于你在工作时间、工
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
完 全 符 合《工 伤 保 险 条 例》第 14 条 第
(一)项之要件，当属工伤，自然享有工伤
待遇。另一方面，公司难辞其咎。工伤待
遇的来源有两种：一是由工伤保险经办
机构支付；二是由用人单位支付。由工
伤保险经办机构支付的前提是用人单
位已经办理工伤保险、经过法定程序认
定为工伤。《工伤保险条例》第 17 条规
定：“职工发生事故伤害或者按照职业
病防治法规定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
所在单位应当自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
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 30 日
内，向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
工伤认定申请。遇有特殊情况，经报社
会保险行政部门同意，申请时限可以适
当延长。用人单位未按前款规定提出工
伤认定申请的，工伤职工或者其近亲
属、工会组织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
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 1 年内，
可以直接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统筹地区
社 会 保 险 行 政 部 门 提 出 工 伤 认 定 申
请。”即申请工伤认定，对受伤职工是权
利，对用人单位既是权利更是义务。如
果由于用人单位不积极履行义务导致
申请工伤认定超期，所引发的后果只能
由用人单位承担。与之对应，公司未在
法定时限内申请工伤认定，只是不能再
适用工伤认定的行政程序，并不能剥夺
你应当享有和获得工伤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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