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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信息出境合同备案通道开启 — 国家网信办发布《个人信息出境标准

合同备案指南（第一版）》 

作者：段志超丨蔡克蒙丨徐莲 

2023 年 5 月 30 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网信办”）如期发布了《个人信息出境标准合同备案

指南（第一版）》（“《备案指南》”），为计划通过与境外接收方订立标准合同向中国境外提供个人信

息的企业规范、有序开展备案工作提供了落地指引，标志着通过个人信息出境标准合同实现个人信息

出境的大门正式开启。 

作为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和个人信息保护认证以外的第三条跨境个人信息传输合规路径，标准合同

路径由于其更广泛的适用性和相对认证路径更加灵活的实施方式而广受关注。此前出台的《个人信息

出境标准合同办法》（“《标准合同办法》”）仅就备案和以及备案中需要一并提交的个人信息保护影响评

估报告进行了原则性规定，《备案指南》首次明确了这两个步骤的细节。 

与期待稍有偏差的是，备案结果存在不通过的可能性，且个人信息保护影响评估并未相较于和数

据出境安全评估相关联的数据出境自评估进行实质性的简化。这两点都引起了从业者和相关企业对不

能及时通过备案的担忧，为依赖于标准合同进行持续性的跨境个人信息传输增加了一定的不确定性。

有鉴于今日起生效的《标准合同办法》仅规定了 6 个月的整改期限，相关企业有必要及早启动相关准

备工作，避免不能及时完成标准合同签署和备案带来的合规风险。 

在往期文章中，我们已经对《标准合同办法》及标准合同的适用要点进行了分析，本文将在此基础

上，梳理《备案指南》中明确的具体要求，并结合我们在数据出境安全评估项目上的经验，对标准合同

备案过程中草创未就的事项提出我们的观察和观点。 

一、备案的方式 

对于标准合同备案的方式，《备案指南》在《标准合同办法》第 7 条的基础上进一步规定了如下要

点： 

◼ 备案时间：标准合同生效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 

◼ 备案形式：送达书面材料并附带材料电子版 

◼ 备案地点：个人信息处理者所在地省级网信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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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数据出境安全评估的申报实践来看，个人信息处理者所在地通常是指提交备案企业的注册地址

所在地；材料电子版则通常是指可编辑文档的光盘文件。 

二、备案的流程 

对于标准合同的备案流程，《备案指南》将备案环节具体分为了材料提交、材料查验、反馈备案结

果、补充或者重新备案等环节，相关流程图和要点如下： 

 

（一） 个人信息保护评估须在备案之日前 3 个月内完成 

在《备案指南》提供的备案材料模板中，《承诺书》明确要求个人信息保护影响评估工作（“PIA”）

应当在备案之日前 3 个月内完成，且至备案之日未发生重大变化。 

从数据出境安全评估的申报实践来看，在首次提交备案材料时，提交备案企业通常能够确保

PIA 工作的结束时间与提交备案的时间之间不超过 3 个月。但如果企业被要求补充完善材料，特别

是多次补充的情形下，企业提交备案材料的时间可能会超过 3 个月的有效期，此时企业可能需要

补充开展 PIA 的工作。 

（二） 备案审查的时限 

《备案指南》规定，省级网信办收到材料后，会在 15 个工作日内完成材料查验，并通知个人

信息处理者备案结果。如果个人信息处理者被要求补充完善材料的，则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在 10

个工作日内再次提交备案材料。补充或者重新备案的材料查验时间为 15 个工作日。 

根据上述规定，提交备案企业如果可以一次性通过材料查验，则 15 个工作日便可以取得备案

通过的结果；如果需要补充完善材料的，则可能需要至少 40 个工作日才能取得备案结果。从当前

实践中企业向网信办提交数据出境安全评估的申报往往会被要求多次补充材料来看，企业可能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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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更长的时间去取得备案结果；进一步地，提交备案企业同样需要考虑适当延长经办人授权委托

书的委托期限。 

（三） 补充或者重新备案的情形 

《备案指南》重申了《标准合同办法》的规定，要求个人信息处理者在标准合同有效期内出现

下列情形的，应当重新开展个人信息保护影响评估，补充或者重新订立标准合同，并履行相应备案

手续： 

◼ 向境外提供个人信息的目的、范围、种类、敏感程度、方式、保存地点或者境外接收方处理个

人信息的用途、方式发生变化，或者延长个人信息境外保存期限的； 

◼ 境外接收方所在国家或者地区的个人信息保护政策和法规发生变化等可能影响个人信息权益

的； 

◼ 可能影响个人信息权益的其他情形。 

《备案指南》进一步规定，补充订立标准合同的，个人信息处理者需要向所在地网信办提交补

充材料；重新订立标准合同的，则应当重新备案。然而何种情形下可以补充材料即可，何种情形下

必需重新订立标准合同，二者之间应当如何区分，以及企业是否可以自行判断，仍有待进一步明

确。 

三、备案提交的材料 

与《标准合同办法》第 6 条相比，《备案指南》进一步细化了标准合同备案时应当提交的材料，并

同时提供了相应模板，具体包括：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件影印件； 

◼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件影印件； 

◼ 经办人身份证件影印件； 

◼ 经办人授权委托书； 

◼ 承诺书； 

◼ 标准合同； 

◼ 《个人信息保护影响评估报告》。 

对于前述材料，有以下值得关注的要点： 

（一） 材料内容相对简化 

相比于 2022 年 8 月 31 日网信办发布的《数据出境安全评估申报指南（第一版）》，本次用于

标准合同备案的材料减少了申报表以及其他相关证明材料。然而，由于《备案指南》仍然给予了地

方网信办补充查验的裁量权，因此不排除后续提交备案企业仍然需要按要求提交证明材料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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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PIA 报告明确第三方机构需要加盖公章 

在《备案指南》提供的备案材料模板中，《个人信息保护影响评估报告》明确要求如果有第三

方机构参与 PIA 工作的，需说明第三方机构的基本情况及参与评估的情况，并在相关内容页上加

盖第三方机构公章。 

（三） PIA 报告侧重对个人信息权益的影响 

相比于 2022 年 8 月 31 日网信办在《数据出境安全评估申报指南（第一版）》提供的《数据出

境风险自评估报告模板》，本次网信办在《备案指南》提供的《个人信息保护影响评估报告模板》

无论在体例编排方面，还是涉及的评估要点方面均存在较多相似之处，其核心差异在于出境自评

估更加侧重数据出境活动对国家安全、公共利益的影响，而个人信息保护影响评估则聚焦于对个

人信息权益的影响，具体包括： 

◼ 增加对处理敏感个人信息和利用个人信息进行自动化决策情况的说明； 

◼ 增加是否向第三方提供个人信息的说明； 

◼ 增加合同双方如何确保标准合同条款落实的说明。 

考虑到《个人信息保护影响评估报告模板》的评估要点及颗粒度和《数据出境风险自评估报告模

板》较为类似，并未实质性地进行简化，我们建议计划提交备案的企业在开展 PIA 工作的过程中，需

要对数据处理活动进行全面的调研和梳理，并开始安排合规整改，以便在《标准合同办法》规定的整

改期——2023 年 11 月 30 日前完成备案工作。 

四、我们的观察和观点 

尽管《备案指南》的发布对个人信息处理者规范、有序开展标准合同备案工作提供了指导和帮助，

但结合数据出境安全评估的申报实践来看，以下事项仍有待网信办在后续开展备案工作过程中提供更

加明晰的指引： 

（一） 关联企业是否可以联合申报？ 

跨国集团通常具有个人信息出境的需求。对于集团内部不同实体之间的个人信息出境，是否可

以由一家企业，例如集团在中国的母公司进行联合申报，目前《备案指南》和《标准合同办法》均

未涉及。 

从数据出境安全评估的申报实践来看，集团内部的不同实体能否由某一特定主体合并申报，亦

或必需由各家主体分别申报，需要在具体场景中结合实体之间的股权关系、系统关系、业务关系、

数据共享和流转关系等因素综合判断。 

（二） 标准合同与集团内传输协议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跨国企业通常已经制定集团内数据传输协议（Intra-Group Data Transfer Agreement），以便在集

团内部实现数据跨境传输，而跨国企业通常希望尽可能利用现有的集团内数据传输协议，或将中国

向境外提供个人信息的场景纳入至现有协议之中。鉴于《标准合同办法》明确规定，标准合同应当

严格按照网信办发布的版本订立，因此集团内数据传输协议无法替代中国个人信息出境标准合同。

在该等集团内数据传输协议和标准合同正文内容不相冲突的前提下，个人信息处理者和境外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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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可以将集团内数据传输协议在标准合同附录二中详述，亦可以在集团内数据传输协议中以引用

的方式明确约定中国个人信息出境标准合同的适用范围和效力。 

（三） 受托处理者是否可以签订标准合同？ 

中国的标准合同未像欧盟标准合同条款根据签约方属于数据控制者（Data Controller）或处理

者（Data Processor）的不同法律地位区分不同版本。从标准合同的条文来看，标准合同的缔约方似

乎仅限于中国境内的数据传输方是个人信息处理者，境外接收方是个人信息处理者或者受托处理

个人信息的情形。根据我们的经验，在数据出境安全评估的情况下，网信办并没有特别区分境内提

供方属于个人信息处理者或是受托方，且在实践中经常存在境内受托方向境外个人信息处理者（委

托方）或境内受托方向境外受托方提供个人信息的情况，如果无法签署标准合同则可能导致在此情

况下数据无法合规出境的问题。因此，我们认为在境内提供方为受托方的情况下，亦可通过与境外

接收方签署标准合同的方式实现数据出境。 

（四） 备案是仅涉及形式审查，还是可能涉及实质审查？备案不通过是否会影响向境外提供个人信息？ 

《备案指南》明确了备案的结果分为通过和不通过两种情形，这说明主管部门可能对备案材料

开展实质审查。而对于未通过备案的企业，《备案指南》并未规定相关企业可能会承担何种责任。

按照《标准合同办法》第 6 条以及第 7 条的规定，备案并非标准合同生效的先决条件，个人信息处

理者在标准合同生效后方可以开展相关出境活动。《标准合同办法》并未明确相关企业未能通过标

准合同备案对其相关个人信息的出境活动的影响。 

考虑到相关企业未能通过备案的原因可能是备案所涉合同和《标准合同办法规定》有冲突或个

人信息保护影响评估存在问题，进而导致其个人信息处理可能会被认定为存在违反《个人信息保护

法》，因此我们认为备案不通过可能导致企业被责令终止个人信息出境活动，甚至面临其他行政处

罚的风险。 

随着《标准合同办法》于今日，即 2023 年 6 月 1 日正式施行，6 个月整改期的时限也开始正式进

入了倒计时。从数据出境安全评估的申报实践来看，开展 PIA 工作进行数据出境信息的调研和梳理、

准备 PIA 报告、与境外接收方协商标准合同的签署需要花费较长时间进行筹备。因此，对于需要完成

标准合同备案的企业来说，建议尽快开展相关工作，以确保个人信息出境活动的合法合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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