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律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美国全球单边经济制裁中涉华制裁案例分析与对策研究)!项目编
号"!#b-c!".#*司法部法治建设与法学理论研究一般项目(R:2A中的数字经济规则及其争端解决机制研
究)!项目编号"!#)ZL!"!,#的阶段性成果$

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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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现代技术得到飞速发展'互联网的无界性*数据传输的跨

境性*数据处理的全球性客观上决定了各国对数据的保护超越其

国境$对于数据保护法的域外适用'欧盟通过%通用数据保护条

例&!&-AR#和%关于&-AR地域范围的第(,!"#.号指南&'扩展

并更新了原%欧盟数据保护指令&基于属地管辖的原则'综合采用

了(设立机构)标准*(目标指向)标准以及(因国际公法而导致的

适用)'明确了欧盟数据保护法域外效力的界限$在立法层面'由

于对数据处理行为发生地的认定存在技术上的困难'我国可以考

虑将(设立机构)标准和效果原则相结合'以此确定%个人信息保

护法&的域外效力$另外'可以通过与国外数据保护机构的执法

合作来确保国内法域外适用的实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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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数字经济时代'随着通信技术的不断发展'数据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进行流
动和跨境传输'对于境外组织或个人从事损害国家安全或公民合法权益的数据处
理活动'若仅有域内效力的法律'其保护作用日益受限$近年来'各国逐渐认识到
数据事关本国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有的国家甚至将对数据的治理权力上升至(数
字主权)地位$! 不可否认的是'赋予本国数据法必要的域外效力'将更为有效地
保障本国数据法的实施$遗憾的是'由于存在难以弥合的分歧'目前未能在全球范
围内达成保护世界各地互联网用户数据,隐私的多边法律文件$鉴于此'如何形成
一种相对平衡且有效的方案'使之既能保护本国公民的个人数据'又不至于给第三
国数据控制者"和,或处理者#造成过多负担'即如何厘清国内数据保护法域外效
力的合理边界'已成为各国数据保护法亟需解决的难题$

当前'部门法的域外适用法律规范成为学界讨论的热点$在个人信息和数据
保护领域'人们从不同视角对数据保护法的域外效力展开了研究$孔庆江等以美
欧数据法为研究对象'对美欧数据规则域外效力的适用特点*原因*国际合法性以
及中国的立场和因应进行了分析$$ 俞胜杰以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以下简
称&-AR#为研究对象'对&-AR域外效力的立法动因*沿革以及实施效果进行了
研究$% 张哲等从构建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域外效力体系的视角'对美欧数据保
护法域外效力进行了评析$& 从现有文献来看'迄今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分析美欧
数据法域外效力的特点*原因及其合法性上'在具体如何适用欧盟数据法域外效力
规则方面'尚有待进一步挖掘$

欧盟较早对数据法的域外效力进行规范$#$$*年欧盟出台%数据保护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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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年对外国贸易壁垒的国家贸易评估报告&中指出'欧盟将(技术主权)或(数字主权)作
为一项政策目标$E9<>7C)>8>7=D48C7R7647=79>8><S7'\Y\\?)$.0*)(E1)+"3%$.;)$"C"401$0*D01".I*
E1)+"@)11."1%'6/!#0/@>>6=",,3=>4/F5S,=<>7=,C7H83B>,H<B7=,!"!!̂ !"P8><598B̂ !"D48C7̂ !"2=><;8>7̂
!"R7654>̂ !"59̂ !"Z547<F9̂ !"D48C7̂ !"L844<74=/6CH'访问日期"!"!! "+ "+/

&-AR第+条第,款规定"(数据控制者指单独或与他人共同决定处理个人数据目的和方式的自然
人或法人*公共权力机构*代理机构或其他实体$)

&-AR第+条.款规定"(数据处理者指代表控制者处理个人数据的自然人或法人*公共权力机构*

代理机构或其他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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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咏梅!伍聪聪"欧盟 %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域外适用条件之解构

!($*指令)#'!其中第+条涉及该指令的域外效力$($*指令)强调属地管辖原则'

即判断欧盟是否享有管辖权'是根据数据控制者(设立机构)!7=>8UB<=@;79>#以及
(使用设备)!3=75H7K3<6;79>#的实际位置来确定$" 属地管辖的(属地)局限于一
定的地域范围'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该指令的域外适用$# 随着现代技术的

飞速发展'几乎所有通过互联网进行的操作都直接或间接地与个人数据的处理相
关'导致在欧盟境外处理的欧盟境内个人数据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随着信息
社会的发展'通过互联网进行数据传输变得十分便捷'仅基于属地管辖原则适用一
国的数据保护法显然已经过时$在此背景下'欧盟在($*指令)基础上制定了

&-AR'$就管辖的原则而言'&-AR采用了一种与($*指令)截然不同的方式'它将
(目标指向)!>84F7><9F#作为一般管辖原则'%即如果处理活动涉及向欧盟境内自然

人提供商品,服务'或是对其实施监控!;59<>54<9F#'即便数据控制者,处理者设立
在欧盟境外'&-AR也将适用于规范此类行为$调整后的&-AR适用范围解决了
欧洲数据保护法当时面临的最大难题之一'即根据原($*指令)'欧盟对处理大量
欧盟数据主体的第三国数据控制者,处理者缺乏管辖权$& 随后'!"#$年##月#!
日'欧盟数据保护委员会!以下简称2-AL#出台了%关于&-AR地域范围的第(,

!"#.号指南&!以下简称(!"#$%指南&)#''该指南对&-AR的域外适用条件做了进
一步释明'为&-AR是否适用于欧盟境外的数据处理行为提供了可操作性指引$

至此'我们可以较为清晰地勾勒出欧盟&-AR域外适用需要满足的条件'即满足

%$

!

"

#

$

%

&

'

%数据保护指令&的原文全称是"-8>8A45>7?><59-<47?><S7$*,+0,2:$

参见%4>/+'-8>8A45>7?><59-<47?><S7$*,+0,2:'也请参见 N<?@8B:̀749<8O=Q<'(-5M7P77C>@7
2E=75H2K3<6;79>.8=8Z8?>54H54>@7D744<>54<8B%66B<?8U<B<>G5H>@72E-8>8A45>7?><59R7F<;7)'<9-89
)S89>7==59,-84<3=̀ eB5̀8!7C=/#'E1)*%,B$()*$.&!)$)51.J)&7C"()$.0*%)%):')(("*I"201!";0&1)&7'

:8;U4<CF7"I9>74=79><8'!"#,'66/!($ !+"/
:@4<=>56@74e3974'(2Y>48>744<>54<8B<>G89CR7F3B8><595HI9>7498><598B-8>8D489=H74=<92E-8>8

A45>7?><59]8O)'A*$"1*)$.0*)(!)$)51.J)&7Q)9'W5B/*'P5/+'!"#*'66/!(* !+*'@7476/!(0/
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在!"#0年+月!,日通过%通用数据保护条例&!&79748B-8>8A45>7?><59

R7F3B8><59'简称&-AR#'该条例于!"#.年*月!*日生效'与此同时'$*,+0,2:号指令被废止$&-AR旨在
针对自然人的个人数据处理和流动进行保护$

此处的(目标指向)与(效果原则)同义'即指当发生于国外的行为对国内产生(效果)时'国内管理机
构可对其行使管辖权$效果原则首次由美国法院在#$+*年的(美国铝公司)案!#+.Z/!C+#0 ++('!C:<4/
#$+*#中提出$参见余劲松"%国际经济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年版'第+(页$

)@8Q<B8L3JA8=@8'(:45==JU54C74I==37=E9C742E-8>8A45>7?><59]8OO<>@R7F84C=>5A74=598B
-8>8A45>7?><59)'A*201;)$.0*K:0;;#*.&)$.0*%E"&'*0(0I7Q)9'W5B/!0'P5/('!"#,'66/!#( !!.'

@74766/!#. !#$/
欧盟数据保护委员会的原文全称是"23456789-8>8A45>7?><59L584C+%关于&-AR地域范围的第(,

!"#.号指南&的原文全称是"&3<C7B<97=(,!"#.59>@7>744<>54<8B=?5675H>@7&-AR!%4><?B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