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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跨境流动监管的挑战

§ 数据主权和管辖权

1. 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对于数据主权和管辖权的理解和主张存在

差异，导致数据跨境流动面临法律冲突和政策分歧。

2. 数据主权主张可能导致数据本地化要求，限制数据跨境流动，

阻碍全球数字经济的发展。

3. 缺乏明确的管辖权规则，可能导致跨境数据流动中责任不清，

增加数据安全风险和执法难度。

§ 数据安全标准和认证

1. 各国和地区对于数据安全标准的制定和认可存在差异，导致

数据跨境流动中认证不一致，增加企业合规成本。

2. 缺乏统一的数据安全标准，使得企业难以证明其数据跨境流

动符合不同司法管辖区的要求。

3. 认证机构的资质和认可度参差不齐，可能导致数据安全认证

的可信度降低。



 数据跨境流动监管的挑战

§ 个人数据保护

1. 不同国家和地区对于个人数据保护法的规定不尽相同，导致数据跨境流动中个人数据隐私

受保护程度不一。

2. 缺乏统一的个人数据保护标准，可能导致企业在数据跨境流动中面临不同司法管辖区的执

法风险。

3. 个人对个人数据的控制权和知情权需要在数据跨境流动中得到保障。

§ 数据本地化要求

1. 某些国家和地区实施数据本地化要求，要求特定类型的数据存储在本地服务器上，限制了

数据跨境流动。

2. 数据本地化政策可能阻碍跨境数据共享和处理，影响全球数字经济的协作和创新。

3. 数据本地化要求可能增加企业成本和运营复杂性，并带来数据冗余和安全隐患。



 数据跨境流动监管的挑战

§ 执法合作和司法协助

1. 数据跨境流动涉及多个司法管辖区，执法合作和司法协助对

于解决跨境数据安全事件至关重要。

2. 缺乏统一的执法框架和标准，可能导致跨境执法和司法协助

程序复杂低效。

3. 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执法机构缺乏协调和信息共享，可能阻碍

跨境数据安全事件的调查和处理。

§ 新兴技术和趋势

1. 云计算、物联网和大数据等新兴技术的发展，改变了数据存

储、处理和传输的方式，增加了跨境数据流动的规模和复杂性。

2. 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和区块链等技术的应用，对数据跨境流

动安全和监管提出了新的挑战。

3. 数字经济的全球化趋势，要求各国和地区建立更加开放、灵

活的数据跨境流动监管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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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构建国际数据安全治理机制

§ 数据主权和治理

- 确立数据主权原则，明确不同国家对本国数据拥有治理权和管辖权。

- 建立数据治理框架，规范数据收集、处理、传输和利用等环节。

§ 数据跨境流动

- 制定跨境数据流动规则，确保数据安全、合规、有序流动。

- 建立数据跨境传输机制，保障数据在不同国家之间安全、便捷传输。



 构建国际数据安全治理机制

§ 数据安全标准

- 制定统一的数据安全技术和管理标准，实现数据安全保护的

互认和可比性。

- 推动数据安全认证和评估机制，建立可信的数据安全生态系

统。

§ 数据安全技术

- 探索和应用先进的数据安全技术，如加密技术、隐私计算、

区块链技术等。

- 建立数据安全技术联盟，促进数据安全技术研究和共享。



 构建国际数据安全治理机制

§ 数据安全事件应对

- 建立数据安全事件通报和协作机制，实现跨国数据安全事件

的及时响应和协同处置。

- 制定数据安全事件应急预案，提高应对突发数据安全事件的

能力。

§ 数据安全国际合作

- 加强国际对话与合作，形成共同的数据安全治理理念和原则。

- 建立多边数据安全组织和合作平台，促进国际数据安全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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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本地化与数据安全保障

数据主权和数据保护

1. 各国政府对获得数据安全控制权的日益增长的需求，以保护国家安全、经济利益和公民隐私。

2. 数据本地化法，要求将个人数据存储和处理在特定国家境内，以加强数据控制并减少跨境数据流

动。

3. 数据本地化政策的影响，例如投资成本增加、跨境贸易中断以及创新受阻。

数据传输和共享

1. 跨境数据传输的安全保障措施，包括加密、匿名化和数据共享协议。

2. 数据传输和共享的法律框架，如《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 和《亚太经合组织跨境隐私

规则》(CBPR)。

3. 数据传输限制和限制的平衡，以保护个人数据隐私和促进跨境数据合作。



 数据本地化与数据安全保障

数据安全标准

1. 国际数据安全标准的发展，如《ISO 27001 信息安全管理体

系》和《NIST 网络安全框架》。

2. 数据安全认证和合规计划，以证明组织对数据保护的遵守情

况和有效性。

3. 数据安全标准的差异和兼容性的挑战，以及国际协调的必要

性。

数据执法合作

1. 网络犯罪和网络安全威胁的跨境性质。

2. 司法协助和引渡条约在跨境执法中的作用，以追查犯罪分子

和追回失窃数据。

3. 数据隐私保护和执法需求之间的平衡，以确保调查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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