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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路大数据安全现状及面临的挑战

1. 数据规模庞大：铁路系统每天产生海量的数据，涉及列车运行、票务、货运、基

础设施等方面，数据量呈指数级增长。

2. 数据类型多样：铁路大数据包含结构化（如票务数据）和非结构化（如视频监控）

数据，形式多样，包括文本、图像、视频、传感器数据等。

3. 数据价值高：铁路大数据蕴藏着丰富的运营信息、市场需求、战略决策等价值，

对于提高铁路运行效率、优化服务水平和提升管理决策至关重要。

§ 主题名称铁路大数据安全隐患

1. 数据泄露和滥用：内部人员恶意行为、外部攻击者窃取或非法获取铁路大数据，

导致机密信息外泄，对国家安全和个人隐私构成威胁。

2. 数据篡改和破坏：恶意分子通过破坏或篡改铁路大数据，可能干扰铁路系统正常

运行，造成严重后果，如交通事故或运营瘫痪。

§ 主题名称铁路大数据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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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rroviary大数据隐私保护法定框架分析

1. 铁路大数据收集应遵循最小化、合法性、目的明确性原则，仅收集与铁路运营和

管理直接相关的必要数据。

2. 铁路运营商应明确告知个人其数据收集目的、方式和范围，并获得个人的明确同

意。

3. 铁路运营商应采取适当措施，防止过度或滥用数据收集。

§ 主题名称：数据存储和处理

1. 铁路大数据应存储在安全可靠的系统中，并采取加密、脱敏等措施保护数据隐私。

2. 铁路运营商应建立严格的数据访问控制机制，仅授权必要人员访问指定数据。

3. 铁路运营商应定期对数据处理活动进行审计和评估，确保数据安全性和合规性。

§ 主题名称：数据收集原则



  ferroviary大数据隐私保护法定框架分析

§ 主题名称：数据共享和披露

1. 铁路大数据共享应遵循必要性、最小化、目的明确性原则，

仅与必要的第三方共享必要数据。

2. 铁路运营商应与第三方签订保密协议，明确数据共享目的和

使用范围。

3. 铁路运营商应密切监控数据共享活动，防止数据泄露或滥用。

§ 主题名称：个人信息保护

1. 铁路大数据中涉及个人敏感信息应采取严格的保护措施，包

括身份识别、匿名化和去标识化处理。

2. 个人有权随时查询、更正、删除自己的个人信息，铁路运营

商应提供便捷的途径实现这些权利。

3. 铁路运营商应建立个人信息保护投诉和救济机制，保护个人

因数据泄露或滥用造成的损害。



  ferroviary大数据隐私保护法定框架分析

§ 主题名称：数据安全事件应对

1. 铁路运营商应建立数据安全事件应急响应机制，在发生数据泄露或滥用事件时，及时采取

措施控制损失。

2. 铁路运营商应及时向相关部门和个人通报数据安全事件，并配合调查和补救工作。

3. 铁路运营商应定期演练数据安全事件应急响应程序，提高应对能力。

§ 主题名称：隐私影响评估

1. 在实施涉及铁路大数据的新技术或业务流程之前，铁路运营商应进行隐私影响评估，分析

其对个人隐私的影响。

2. 隐私影响评估应包括数据收集、处理、存储、共享和披露的评估，以及必要的缓解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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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路大数据安全保护技术体系构建

§ 数据采集与传输安全

1. 采用加密算法和协议，如HTTPS、TLS，保障数据传输过程中机密性和完整性。

2. 实施访问控制机制，严格限制对敏感数据的访问和操作权限。

3. 建立数据传输审计机制，记录数据传输过程中的异常活动和操作行为。

§ 数据存储安全

1. 采用数据脱敏、匿名化等技术，保护敏感个人信息和商业秘密。

2. 部署数据库安全产品，防范SQL注入、越权访问等安全威胁。

3. 实施数据备份和恢复策略，保障数据在意外事件发生时可恢复性。



 铁路大数据安全保护技术体系构建

数据处理与分析安全

1. 采用数据脱敏和权限控制技术，防止敏感数据泄露和滥用。

2. 建立数据处理审计机制，记录数据处理操作，便于事中事后

溯源。

3. 采用机器学习等先进算法，增强数据分析的安全性和准确性。

数据共享安全

1. 建立数据共享协议，明确数据共享目的、范围、期限和权限。

2. 采用数据加密、脱敏等技术，保障数据共享过程中数据安全。

3. 实施数据共享审计机制，记录数据共享过程中的操作行为和

异常事件。



 铁路大数据安全保护技术体系构建

§ 数据销毁安全

1. 采用安全销毁技术，如数据擦除、碎纸机销毁等，防止敏感

数据泄露。

2. 建立数据销毁流程和规范，确保数据销毁的彻底性和不可逆

性。

3. 实施数据销毁审计机制，记录数据销毁操作和异常活动。

§ 安全运营与管理

1. 建立安全事件应急响应机制，及时应对和处置安全事件。

2. 实施安全意识培训，提高员工的安全意识和防护能力。

3. 定期开展安全审计和评估，持续改进安全保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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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路大数据隐私保护隐私风险评估

§ 数据脱敏

1. 识别和提取个人敏感信息，如身份证号、电话号码、姓名等。

2. 采用各种脱敏技术，如哈希、混淆、替换、加密等，使敏感信息不可逆或难以窃取。

3. 建立数据脱敏流程和标准，确保脱敏过程的有效性和可审计性。

§ 访问控制

1. 细粒度访问控制，根据不同的用户权限和角色授权数据访问。

2. 双因素认证、生物识别等强身份认证机制，防止非法访问。

3. 访问审计和日志记录，追踪和监控数据访问行为，及时发现异常。



 铁路大数据隐私保护隐私风险评估

数据保护技术

1. 数据加密，保护数据在存储、传输和处理过程中的机密性。

2. 数据备份和容灾，确保数据在发生故障或灾难时不会丢失。

3. 数据安全审计和评估，定期检查数据保护措施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数据安全管理

1. 建立数据安全管理体系，包括政策、流程、组织结构和技术措施。

2. 定期开展数据安全培训和意识教育，提高人员安全意识。

3. 引入第三方安全评估和认证，证明数据安全管理水平。



 铁路大数据隐私保护隐私风险评估

§ 隐私增强技术

1. 差分隐私，添加随机噪声到数据中，在保护隐私的情况下进行数据分析。

2. 同态加密，允许对加密数据进行计算，无需解密。

3. 联邦学习，在分布式数据上进行协作学习，避免数据共享。

§ 隐私保护法律法规

1. 遵守国家和国际隐私保护法律法规，如《个人信息保护法》、《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

（GDPR）》。

2. 建立隐私合规机制，定期审查和更新隐私政策。

3. 加强与监管机构的沟通，确保隐私保护措施符合法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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