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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扫码入住酒店难

谁来守护消费者个人信息安全？
在网上预订酒店，抵达后前台要求微信扫码才能办理入住。在

这个过程中，一些客人认为没有必要收集的个人信息也被留存了。
近期，一些消费者反映，华住集团旗下有的酒店要求住客使用

微信扫码办理入住，实际上却是将住客变成自己的“会员”。 由此，
住客的身份证、家庭地址、生日、邮箱、账号、密码以及银行账户等
信息均可能被收集留存。

扫码入住即“入会”，个人信息被收集留存

公开资料显示，华住集团旗下拥有
包括汉庭、全季、美爵、橘子、漫心、海友
等多个酒店品牌。 记者在北京、上海、厦
门等地的相关酒店暗访时发现，客人在
前台入住时多被要求使用微信扫码，实
际“被入会”。

记者通过携程分别预订了北京、上
海、厦门的全季和汉庭酒店客房，在办
理入住时，酒店前台要求记者使用微信
扫码。

记者注意到，在办理入住的“微信
一键登录”按钮下，有一行小字———“我
已阅读并同意 《华住会员服务条款》和
《华住隐私声明》”，如不同意打勾，无法
完成入住登记。 而一旦打勾，华住则进
一步要求住客提供手机号，并自动为该
手机号注册“华住会员”。

华住方面称，2019 年 5 月 6 日正式
上线了扫码入住功能， 会邀请客人通过
扫描二维码的方式成为华住会员， 包含
门店、线上等所有渠道预订入住的客人。
当然，住客也可以自行选择，不通过扫码
的方式，在酒店前台人工办理入住。

但记者发现，在办理入住时，一些酒
店没有明示或者主动告知 “扫码入住即
等于入会”，除非住客主动明确提出“微
信无法使用”或“不想成为华住会员”。

想用 WiFi 也必须首先成为会员 。
记者在暗访中发现，在全季酒店客房内
使用免费 WiFi 功能， 同样需要事先勾
选一份华住会员相关条款的文件。 根据
网页提示，一旦勾选同意，华住会自动
将住客手机号注册为华住会员。

《华住隐私声明》提出，“您在通过

华住网站或移动应用软件使用华住的

服务时，我们会要求您提供姓名、性别、
身份证、家庭住址、电话号码、生日、邮
箱、账号、密码及其他您在选择酒店时
的一些偏好以及支付时提供的银行账

户或信用卡等信息。 ”
如果住客发现“被会员”，不希望个

人信息留存在华住的服务器上，可否通
过注销会籍实现？ 记者拨打了华住酒店
集团官方客服电话，要求客服注销记者
的会籍。 随后客服表示，即使注销会籍，
记者的个人信息也仍将留存在其后台。

华住集团官方客服表示，如“高级会
员”需要注销会籍，需向客服邮箱提交会
员本人手持身份证清晰照申请办理。

收集信息“未明示”且违背“最少够用原则”

华住官网广告显示： 华住在 1000
多个城市有 6000 余家酒店， 拥有 1 亿
会员。

中国信息安全研究院副院长左晓

栋认为，“家庭住址、账号、密码等显然
都不是住店必要收集的信息。 ”网络安
全法第四十一条规定， 网络运营者收
集、使用个人信息，应当明示收集、使用
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不得收集与
其提供的服务无关的个人信息。华住不仅
未明示消费者“扫码入住即入会”，其收集
的有关信息也违背“最少够用原则”。

业内人士指出，包括身份证、银行
账号等在内的个人信息一旦泄露，可能
会被不法分子用于多个场景的违法犯

罪活动。 而“手持身份证照”可被用于批
核网贷等其他金融场景。

此外，在扫码入会环节中，住客的
微信昵称和头像被华住同时获取，一旦

发生泄露，住客的个人社交账户有被曝
光的风险。 “不少人在微博、豆瓣等社交
平台上都使用和微信同名的社交账号，
不法分子有可能借此梳理并获取你的

社交关系网。 ”
事实上，华住集团此前曾发生过信

息泄露事件。 去年 8 月，有人在境外网
站挂售华住集团 5 亿条会员信息。 上海
公安发布通报称，涉嫌窃取华住集团会
员数据的犯罪嫌疑人已被抓获，对于未
落实网络安全措施的责任主体单位，警
方也将依法予以查处。

吸收众多会员对于企业有何益处？
一位酒店业人士告诉记者，连锁酒店的
会员规模是吸引加盟商和投资方的重

要依据，庞大的会员基数也有助于提升
品牌估值。

如何加强对消费者的信息安全保障？

今年 5 月，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在《数据安全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中强调：仅当用户知悉收集使用规则并
明确同意后，网络运营者方可收集个人
信息。

对于是否违规、过度索取住客个人
信息， 华住集团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华住集团严格落实国家法律法规相

关要求，保护用户信息，并通过技术与
管理手段提升安全防护能力。 相关人士
还表示，将通过内部培训加强门店的相
关管理规范。

专家认为， 相关法律法规尚不完
善， 对于企业收集信息如何属于过度、
最少够用原则的标准以及如何处罚等

方面的规定比较模糊。
此外，专家认为，当前个人信息保

护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维权难。 如果
不是专业测评机构或媒体曝光企业超

范围收集使用个人信息， 不少用户仍
被 “蒙在鼓里 ”；企业与个人在博弈中
处于不对等地位， 即便发现企业违规
收集信息，个体消费者起诉企业的成本
很高。

左晓栋建议，监管部门可尝试根据
相关案件的处理结果，定期向社会公布
保护个人信息不力黑名单；同时建立更
为有效的用户投诉反馈渠道，对用户反
映集中的问题进行集中查处。

专家建议消费者，在使用微信扫码
或下载使用 APP 时要尽量小心， 尤其
是在信息授权前，要留意打勾项后的文
字叙述，对于未明示同意就获取用户授
权的，可向当地消协或工信部门投诉。

（据新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