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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手机，授权查询个人手机号，在乘坐公共交通、出入部分场合等时出示行程轨
迹，这一动作今日起已正式消失。

12月12日0时，“服役”近三年的“通信行程卡”公众号发布公告，13日0时起，
正式下线“通信行程卡”，短信、网页、微信小程序、支付宝小程序、 App等查询
渠道将同步下线。消息一出，即在全网引起热烈讨论，不少网友晒出最后一次的行
程卡截图称“见证了历史”，更多网友关心行程卡一千多天来收集的海量数据如何
处理。

对此，南都、N视频记者采访运营商负责人、个人信息保护法专家、律师等多方人
士，回溯行程卡因何而设、经历过哪些调整及争议，解密行程卡个人数据的采集方
法，讨论其下线后海量信息如何处理等话题，还原行程卡从上线到下线的始末。

根据该论文，行程卡通过用户手机号的括语音话单、流量话单、手机信令等信息数
据汇总，选取与用户行程有关联的字段，计算出用户的连续地市时长，完成数据加
工、翻译，最终计算出用户行程，由运营商后台推送给政务服务平台。

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王春晖解释称，行程卡的数据分析的是“手机
信令数据”，通过用户手机所处的基站位置获取，信令数据的采集、传输和处理过
程自动化，有严格的安全隐私保障机制，查询结果实时可得、方便快捷。

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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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疫情呈各地散发状态期间，行程卡也进行了调整。

一个显著的变化是行程卡对中高风险区域标记星号。据工信部官网消息，在2021年
1月8日晚，行程卡不再对包含中高风险区域的地市名称标记为红色，被标星提示的
城市包含北京、石家庄、邢台、沈阳、大连和黑河六地。

7月8日，根据《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第九版）》，“通信行程卡”查询结
果的覆盖时间范围由“14天”调整为“7天”。 短信、网页、微信小程序、支付宝
小程序、App等查询渠道同步进行应用版本更新。

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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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役”期间，行程卡的使用争议如影随形。

2020年4月25日，一直没有离开过七台河市的赵先生打开行程卡后发现自己14天里
到达过或途经牡丹江市，由于“被到达牡丹江市”，他被社区强制在家隔离，无法
返回高校进行毕业答辩。

同在七台河市的李先生也遇到了类似情况。今年1月，他从河北省返回黑龙江后一
直没有离开过七台河，4月26日他进行行程查询，发现自己近14天也到达或途经牡
丹江市。

赵先生咨询社区工作人员，后者告知只能以行程卡信息为准，赵先生需自行与运营
商联系。赵先生在“通信行程卡”小程序中查询的漫游所在地与给移动发短信、查
询通话详单后收到的结果一样。多方沟通下，社区工作人员最终要求赵先生签署自
愿隔离14天的申请书，才放他离开。

一些争议还来自电子防疫证明的适老化冲突。南都此前报道，2021年1月18日，在
黑龙江省七台河市，一位老人因为没有行程码被公交车拒载，用铁锹砸了车窗。

视频显示，一位老年人单手抱着铁锹站在路旁，他身旁公交车的正面挡风玻璃上有
多道裂痕，公交车侧面两扇玻璃窗上的破损更为严重，还有人在说：“看看这大爷
，坐车没有行程码不让坐，把我们公交砸了。”

次日，黑龙江省七台河市公安局金沙分局一位民警告诉南都记者，针对老人砸车的
行为，公安机关已对其作出行政处罚。此后，当地公交公司宣布优化措施称，可凭
纸质的行程卡片乘车。

另外，今年5月，一名从上海前往宜昌的男子行程卡带星，欲前往服务区如厕时被
拒。南都记者致电当阳市委宣传部，工作人员介绍，当时该男子并未出示48小时核
酸检测阴性证明，按照当地防疫规定不能进入服务区内，工作人员后续已指引对方
到室外卫生间如厕。

下线

12月7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发布通知，进一步优化落实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措施。

五天后，12月12日0时，通信行程卡微信公众号发布公告：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国
务院关于进一步优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科学精准做好防控工作的决策部署，
根据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有关要求，12月13日0时起，正式下线“通信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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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服务。“通信行程卡”短信、网页、微信小程序、支付宝小程序、
App等查询渠道将同步下线。

不少网友晒出最后一次的行程卡截图，纪念这个为疫情防控作出帮助的数字产物。
网友们大多数都表示赞同下线，各自感受也有不同。

有网友在话题下评论：“希望健康码也一鼓作气下线。”也有网友有些恍惚地说：
“晃眼三年，匆忙又漫长。”还有人转发称：“哇，自由旅游的日子好像真的要回
来了。”

随着行程卡公告下线，关系大量个人行动轨迹等的信息如何处理，引起社会热议。

处理

12月12日，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王春晖撰文评论称，“通信大数据
行程卡”为我国的疫情防控作出了重大贡献。他认为，随着疫情防控政策调整，行
程卡的使命结束，处理个人信息的目的已经不再必要，应当依法全部删除。

对此，一名运营商负责人向南都记者坦言，“以后不需要看行程，但数据在服务器
是有记录的，从技术手段角度要调出来是没问题的。”其表示，用户的通信后台还
是可以查到，但一般不随便公开。

对于运营商宣布即时销毁的说法，有网友提出质疑，根据网络安全法第二十一条第
三款，“采取监测、记录网络运行状态、网络安全事件的技术措施，并按照规定留
存相关的网络日志不少于六个月”，按照这个规定，新近的行程卡后台数据应该在
180天后销毁。广州电信一名负责人解释称，用户原始数据会按照法规保留，删除
的是运营商匹配的漫游城市的信息，这部分信息是根据手机连接的基站位置信息倒
推的用户漫游区域信息。

12月12日，IT律师、北京云嘉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律师赵占领向南都记者表示，行程
卡里涉及的手机号码、特定身份、行踪轨迹、医疗健康都属于个人信息，属于个人
保护法规定的敏感信息范畴，这类信息在收集和使用的环节都有严格的规则。

赵占领说，行程卡停止服务后，应该把这些信息彻底删除，否则安全隐患较大。谈
到操作层面，他认为全部删除有难度。王春晖也认为，“通信行程卡”收集了海量
的个人信息，一旦泄露或非法使用，容易导致自然人的人格尊严受到侵害或者人身
、财产安全受到危害。

“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四十七条第一款，处理目的已实现、无法实现或者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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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处理目的不再必要的，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主动删除个人信息；个人信息处理
者未删除的，个人有权请求删除。”

赵占领认为，《个人信息保护法》的条款围绕行程卡退出机制，缺少行政部门或第
三方独立机构的监督。用户个人基本上难以发现是否从根本上删除，只有删除后由
监管部门核查，才能有效地保证信息的处理者真正做到了删除义务。

得知行程卡即将下线，12月12日，北京白领小高在社交平台发文感慨道，“三年不
易。截图保存行程卡最后的样子，再见了。”

出品：南都即时

采写：南都记者 黄驰波 实习生 黄诗纯 毕然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5 / 5

http://www.tcpdf.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