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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署要求： 

 

1） 填写本页信息 

2） 在第8页签字、加盖公章、骑缝章 

3） 将签盖后的完整合同完整扫描，保存为PDF格式，共11页， 文件名称：机构名-网信办合同（示

例：北京良琴佳木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网信办合同.pdf）。用邮件发至： 

华北/华中地区：13501078148@139.com；华南地区：carol.rmf@gmail.com  

 

 

为了确保境外接收方处理个人信息的活动达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

律法规规定的个人信息保护标准，明确个人信息处理者和境外接收方个

人信息保护的权利和义务，经双方协商一致，订立本合同。 

 

个人信息处理者（营业执照全称）：  
 
 

注册地址：  
 
 

联系方式（手机）：  

 

电子邮件地址：  
 
 

联系人： 职务：  
 

 

 

 

 

境外接收方：RSL资质奖励有限公司（RSL Awards Limited） 
 
 

地址：英国伦敦泰丁顿高街7号哈乐昆大厦  

Harlequin House, 7 High Street, TW11 8EE, Teddington, United Kingdom 
 

联系方式：+44 345 460 4747  
 
 

联系人：Johan Droskie 职务：信息技术总监 Director of IT  

mailto:13501078148@139.com
mailto:carol.rmf@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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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信息处理者与境外接收方依据本合同约定开展个人信息出境活动，与此活动相关的商业行为，

双方【已】/【约定】于  年   

月   日 订 立   （商业合同，如有）。 

 

本合同正文根据《个人信息出境标准合同办法》的要求拟定，在不与本合同正文内容相冲突的前提

下，双方如有其他约定可在附录二中详述，附录构成本合同的组成部分。 

 

第一条 定义 

 

在本合同中，除上下文另有规定外： 

 

（一）“个人信息处理者”是指在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中自主决定处理目的、处理方式的，向中华人民共和

国境外提供个人信息的组织、个人。 

 

（二）“境外接收方”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自个人信息处理者处接收个人信息的组织、个人。 

 

（三）个人信息处理者或者境外接收方单称“一方”，合称“双方”。  

 

（四）“个人信息主体”是指个人信息所识别或者关联的自然人。 

 

（五）“个人信息”是指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与已识别或者可识别的自然人有关的各种信息，

不包括匿名化处理后的信息。 

 

（六）“敏感个人信息”是指一旦泄露或者非法使用，容易导致自然人的人格尊严受到侵害或者人身、

财产安全受到危害的个人信息，包括生物识别、宗教信仰、特定身份、医疗健康、金融账户、行踪

轨迹等信息，以及不满十四周岁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 

 

（七）“监管机构”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省级以上网信部门。 

 

（八）“相关法律法规”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个人信息出境标准

合同办法》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 

 

（九）本合同其他未定义术语的含义与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含义一致。 

 

第二条 个人信息处理者的义务 

 

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一）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处理个人信息，向境外提供的个人信息仅限于实现处理目的所需的最

小范围。 

 

（二）向个人信息主体告知境外接收方的名称或者姓名、联系方式、附录一“个人信息出境说明”中处

理目的、处理方式、个人信息的种类、保存期限，以及行使个人信息主体权利的方式和程序等事项。向境

外提供敏感个人信息的，还应当向个人信息主体告知提供敏感个人信息的必要性以及对个人权益的影响。

但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需要告知的除外。 

 

（三）基于个人同意向境外提供个人信息的，应当取得个人信息主体的单独同意。涉及不满十四周岁

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的，应当取得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单独同意。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

当取得书面同意的，应当取得书面同意。 

 

（四）向个人信息主体告知其与境外接收方通过本合同约定个人信息主体为第三方受益人，如个人

信息主体未在 30 日内明确拒绝，则可以依据本合同享有第三方受益人的权利。 

 

（五）尽合理地努力确保境外接收方采取如下技术和管理措施（综合考虑个人信息处理目的、个人信

息的种类、规模、范围及敏感程度、传输的数量和频率、个人信息传输及境外接收方的保存期限等可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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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个人信息安全风险），以履行本合同约定的义务： 

（如加密、匿名化、去标识化、访问控制等技术和管理措施）  

 

（详见附录二） 

 

（六）   根据境外接收方的要求向境外接收方提供相关法律规定和技术标准的副本。 

 

（七）答复监管机构关于境外接收方的个人信息处理活动的询问。 

 

（八）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对拟向境外接收方提供个人信息的活动开展个人信息保护影响评估。重点

评估以下内容： 

1. 个人信息处理者和境外接收方处理个人信息的目的、范围、方式等的合法性、正当性、必

要性。 

2. 出境个人信息的规模、范围、种类、敏感程度，个人信息出境可能对个人信息权益带来的

风险。 

3. 境外接收方承诺承担的义务，以及履行义务的管理和技术措施、能力等能否保障出境个

人信息的安全。 

4. 个人信息出境后遭到篡改、破坏、泄露、丢失、非法利用等的风险，个人信息权益维护的

渠道是否通畅等。 

5. 按照本合同第四条评估当地个人信息保护政策和法规对合同履行的影响。 

6. 其他可能影响个人信息出境安全的事项。保存个人信息保护影响评估报告至少 3 年。 

 

（九）根据个人信息主体的要求向个人信息主体提供本合同的副本。如涉及商业秘密或者保密商务信

息，在不影响个人信息主体理解的前提下，可对本合同副本相关内容进行适当处理。 

 

（十）对本合同义务的履行承担举证责任。 

 

（十一）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向监管机构提供本合同第三条第十一项所述的信息，包括所有合

规审计结果。 

 

第三条 境外接收方的义务 

 

境外接收方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一）按照附录一“个人信息出境说明”所列约定处理个人信息。如超出约定的处理目的、处理方式和处理

的个人信息种类，基于个人同意处理个人信息的，应当事先取得个人信息主体的单独同意；涉及不满十

四周岁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的，应当取得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单独同意。 

 

（二）受个人信息处理者委托处理个人信息的，应当按照与个人信息处理者的约定处理个人信息，

不得超出与个人信息处理者约定的处理目的、处理方式等处理个人信息。 

 

（三）根据个人信息主体的要求向个人信息主体提供本合同的副本。如涉及商业秘密或者保密商务信

息，在不影响个人信息主体理解的前提下，可对本合同副本相关内容进行适当处理。 

 

（四）采取对个人权益影响最小的方式处理个人信息。 

 

（五）个人信息的保存期限为实现处理目的所必要的最短时间，保存期限届满的，应当删除个人信

息（包括所有备份）。受个人信息处理者委托处理个人信息，委托合同未生效、无效、被撤销或者

终止的，应当将个人信息返还个人信息处理者或者予以删除，并向个人信息处理者提供书面说明。删除

个人信息从技术上难以实现的，应当停止除存储和采取必要的安全保护措施之外的处理。 

 

（六）按下列方式保障个人信息处理安全： 

 

1. 采取包括但不限于本合同第二条第五项的技术和管理措施，并定期进行检查，确保个人

信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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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确保授权处理个人信息的人员履行保密义务，并建立最小授权的访问控制权限。 

3. （七）如处理的个人信息发生或者可能发生篡改、破坏、泄露、丢失、非法利用、未经

授权提供或者访问，应当开展下列工作： 

4. 及时采取适当补救措施，减轻对个人信息主体造成的不利影响。 

5. 立即通知个人信息处理者，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报告监管机构。通知应当包含下列

事项： 

(1) 发生或者可能发生篡改、破坏、泄露、丢失、非法利用、未经授权提供或者访问的个

人信息种类、原因和可能造成的危害。 

(2) 已采取的补救措施。 

(3) 个人信息主体可以采取的减轻危害的措施。 

(4) 负责处理相关情况的负责人或者负责团队的联系方式。 

 

6. 相关法律法规要求通知个人信息主体的，通知的内容包含本项第 2 目的事项。受个人信

息处理者委托处理个人信息的，由个人信息处理者通知个人信息主体。 

7. 记录并留存所有与发生或者可能发生篡改、破坏、泄露、丢失、非法利用、未经授权提供或

者访问有关的情况，包括采取的所有补救措施。 

 

（八）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方可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第三方提供个人信息： 

1. 确有业务需要。 

2. 已告知个人信息主体该第三方的名称或者姓名、联系方式、处理目的、处理方式、个人

信息种类、保存期限以及行使个人信息主体权利的方式和程序等事项。向第三方提供敏感

个人信息的，还应当向个人信息主体告知提供敏感个人信息的必要性以及对个人权益的

影响。但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需要告知的除外。 

3. 基于个人同意处理个人信息的，应当取得个人信息主体的单独同意。涉及不满十四周岁

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的，应当取得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单独同意。法律、行政

法规规定应当取得书面同意的，应当取得书面同意。 

4. 与第三方达成书面协议，确保第三方的个人信息处理活动达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

法规规定的个人信息保护标准，并承担因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第三方提供个人信息

而侵害个人信息主体享有权利的法律责任。 

5. 根据个人信息主体的要求向个人信息主体提供该书面协议的副本。如涉及商业秘密或

者保密商务信息，在不影响个人信息主体理解的前提下，可对该书面协议相关内容进行适

当处理。 

 

（九）受个人信息处理者委托处理个人信息，转委托第三方处理的，应当事先征得个人信息处理者同

意，要求该第三方不得超出本合同附录一“个人信息出境说明”中约定的处理目的、处理方式等处理

个人信息，并对该第三方的个人信息处理活动进行监督。 

 

（十）利用个人信息进行自动化决策的，应当保证决策的透明度和结果公平、公正，不得对个人信息

主体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不合理的差别待遇。通过自动化决策方式向个人信息主体进行信息推

送、商业营销的，应当同时提供不针对其个人特征的选项，或者向个人信息主体提供便捷的拒绝方

式。 

 

（十一）承诺向个人信息处理者提供已遵守本合同义务所需的必要信息，允许个人信息处理者对必要

数据文件和文档进行查阅，或者对本合同涵盖的处理活动进行合规审计，并为个人信息处理者开展合

规审计提供便利。 

 

（十二）对开展的个人信息处理活动进行客观记录，保存记录至少 3 年，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直

接或者通过个人信息处理者向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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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机构提供相关记录文件。 

 

（十三）同意在监督本合同实施的相关程序中接受监管机构的监督管理，包括但不限于答复监管机

构询问、配合监管机构检查、服从监管机构采取的措施或者作出的决定、提供已采取必要行动的书

面证明等。 

 

第四条 境外接收方所在国家或者地区个人信息保护政策和法规对合同履行的影响 

 

（一）双方应当保证在本合同订立时已尽到合理注意义务，未发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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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任何提供个人信息的要求或者授权公共机关访问个人信息的规定）

影响境外接收方履行本合同约定的义务。 

 

（二）双方声明，在作出本条第一项的保证时，已经结合下列情形进行评估： 

1. 出境的具体情况，包括个人信息处理目的、传输个人信息的种类、规模、范围及敏感程

度、传输的规模和频率、个人信息传输及境外接收方的保存期限、境外接收方此前类似的

个人信息跨境传输和处理相关经验、境外接收方是否曾发生个人信息安全相关事件及是否进

行了及时有效地处置、境外接收方是否曾收到其所在国家或者地区公共机关要求其提供个

人信息的请求及境外接收方应对的情况。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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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下列要素： 

(1) 该国家或者地区现行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律法规及普遍适用的标准。 

(2) 该国家或者地区加入的区域性或者全球性的个人信息保护方面的组织，以及所作

出的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承诺。 

(3) 该国家或者地区落实个人信息保护的机制，如是否具备个人信息保护的监督执法

机构和相关司法机构等。 

 

3. 境外接收方安全管理制度和技术手段保障能力。 

 

（三）境外接收方保证，在根据本条第二项进行评估时，已尽最大努力为个人信息处理者提供了必

要的相关信息。 

 

（四）双方应当记录根据本条第二项进行评估的过程和结果。 

 

（五）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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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境外接收方所在

国家或者地区更改法律，或者采取强制性措施）导致境外接收方无法履行本合同的，境外接收方应

当在知道该变化后立即通知个人信息处理者。 

 

（六）境外接收方接到所在国家或者地区的政府部门、司法机构关于提供本合同项下的个人信息要

求的，应当立即通知个人信息处理者。 

 

第五条 个人信息主体的权利 

 

双方约定个人信息主体作为本合同第三方受益人享有以下权利： 

 

（一）个人信息主体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对其个人信息的处理享有知情权、决定权，有权限制或者拒

绝他人对其个人信息进行处理，有权要求查阅、复制、更正、补充、删除其个人信息，有权要求对

其个人信息处理规则进行解释说明。 

 

（二）当个人信息主体要求对已经出境的个人信息行使上述权利时，个人信息主体可以请求个人信息

处理者采取适当措施实现，或者直接向境外接收方提出请求。个人信息处理者无法实现的，应当通知

并要求境外接收方协助实现。 

 

（三）境外接收方应当按照个人信息处理者的通知，或者根据个人信息主体的请求，在合理期限内实

现个人信息主体依照相关法律法规所享有的权利。境外接收方应当以显著的方式、清晰易懂的语言

真实、准确、完整地告知个人信息主体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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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境外接收方拒绝个人信息主体的请求的，应当告知个人信息主体其拒绝的原因，以及个人信息

主体向相关监管机构提出投诉和寻求司法救济的途径。 

 

（五） 个人信息主体作为本合同第三方受益人有权根据本合同条款向个人信息处理者和境外接收方

的一方或者双方主张并要求履行本合同项下与个人信息主体权利相关的下列条款： 

 

1. 第二条，但第二条第五项、第六项、第七项、第十一项除外。 

2. 第三条，但第三条第七项第 2 目和第 4 目、第九项、第十一项、第十二项、第十三项除外。 

3. 第四条，但第四条第五项、第六项除外。 

4. 第五条。 

5. 第六条。 

6. 第八条第二项、第三项。 

7. 第九条第五项。 

 

上述约定不影响个人信息主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享有的权益。 

 

第六条 救济 

 

（一）境外接收方应当确定一个联系人，授权其答复有关个人信息处理的询问或者投诉，并应当及时

处理个人信息主体的询问或者投诉。境外接收方应当将联系人信息告知个人信息处理者，并以简洁易

懂的方式，通过单独通知或者在其网站公告，告知个人信息主体该联系人信息，具体为：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办公电话或电子邮箱）info@rslawards.com.cn 

 

（二）一方因履行本合同与个人信息主体发生争议的，应当通知另一方，双方应当合作解决争议。 

 

（三）争议未能友好解决，个人信息主体根据第五条行使第三方受益人的权利的，境外接收方接受个

人信息主体通过下列形式维护权利： 

 

1. 向监管机构投诉。 

2. 向本条第五项约定的法院提起诉讼。 

 

（四）双方同意个人信息主体就本合同争议行使第三方受益人权利，个人信息主体选择适用中华人民

共和国相关法律法规的，从其选择。 

 

（五）双方同意个人信息主体就本合同争议行使第三方受益人权利的，个人信息主体可以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六）双方同意个人信息主体所作的维权选择不会减损个人信息主体根据其他法律法规寻求救济的

权利。 

 

第七条 合同解除 

 

（一） 境外接收方违反本合同约定的义务，或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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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境外接收方所在国家或者地区更改法律，或者采取强制性措施）导致

境外接收方无法履行本合同的，个人信息处理者可以暂停向境外接收方提供个人信息，直到

违约行为被改正或者合同被解除。 

 

（二）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个人信息处理者有权解除本合同，并在必要时通知监管机构： 

1. 个人信息处理者根据本条第一项的规定暂停向境外接收方提供个人信息的时间超过 1 

个月。 

2. 境外接收方遵守本合同将违反其所在国家或者地区的法律规定。 

3. 境外接收方严重或者持续违反本合同约定的义务。 

4. 根据境外接收方的主管法院或者监管机构作出的终局决定，境外接收方或者个人信息处

理者违反了本合同约定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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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项第 1 目、第 2 目、第 4 目的情况下，境外接收方可以解除本合同。\ 

 

（三）经双方同意解除本合同的，合同解除不免除其在个人信息处理过程中的个人信息保护义务。 

 

（四）合同解除时，境外接收方应当及时返还或者删除其根据本合同所接收到的个人信息（包括所

有备份），并向个人信息处理者提供书面说明。删除个人信息从技术上难以实现的，应当停止除存储

和采取必要的安全保护措施之外的处理。 

 

第八条  违约责任 

 

（一）双方应就其违反本合同而给对方造成的损失承担责任。 

 

（二）任何一方因违反本合同而侵害个人信息主体享有的权利，应当对个人信息主体承担民事法律

责任，且不影响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承担的行政、刑事等法律责任。 

 

（三）双方依法承担连带责任的，个人信息主体有权请求任何一方或者双方承担责任。一方承担的

责任超过其应当承担的责任份额时，有权向另一方追偿。 

 

第九条  其他 

 

（一）如本合同与双方订立的任何其他法律文件发生冲突，本合同的条款优先适用。 

 

（二）本合同的成立、效力、履行、解释、因本合同引起的双方间的任何争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

国相关法律法规。 

 

（三）发出的通知应当以电子邮件、电报、电传、传真（以航空信件寄送确认副本）或者航空挂

号信发往对方营业执照的注册地址，或者书面通知取代该地址的其它地址。如以航空挂号信寄出本

合同项下的通知，在邮戳日期后的3 天应当视为收讫；如以电子邮件、电报、电传或者传真发出，

在发出以后的3 个工作日应当视为收讫。 

 

（四）双方因本合同产生的争议以及任何一方因先行赔偿个人信息主体损害赔偿责任而向另一方的

追偿，双方应当协商解决；协商解决不成的，任何一方可以采取下列第3 种方式加以解决（如选择

仲裁，请勾选仲裁机构）： 

 

1. 仲裁。将该争议提交 

 

□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 

□ 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 

□ 北京仲裁委员会（北京国际仲裁中心） 

□ 上海国际仲裁中心 

□ 其他《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成员的仲裁机构  

 

2. 按其届时有效的仲裁规则在 （仲裁地点） 进行仲裁； 

 

3. 诉讼。依法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五）本合同应当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解释，不得以与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权利、义务相

抵触的方式解释本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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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合同正本一式两份，双方各执壹份，其法律效力相同。本合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签订。 

 

 
 

 

 

 

 

 

 

个人信息处理者（联系人签字、加盖公章）：  

 
 

 

 

2023年1月1日 

 

 

 

 

境外接收方：RSL Awards Limited  

 

2023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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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个人信息出境说明 
 

根据本合同向境外提供个人信息的详情约定如下： 

（一）处理目的： 

为了向申请使用RSL提供的认证服务的个人（下文称“申请人”）提供服务，个人信息处理者负责收

集个人信息，其中涉及实名的信息包括：申请人的拼音或英文全名、出生日期、性别。报名参加录制

视频认证的申请人，提交个人表演视频。上述信息将提供给境外认证服务供应商（即境外接收方），

提供的目的是为了让境外接收方给申请人提供一对一认证服务。 

 

（二）处理方式： 

 

个人信息处理者收集上述信息，并通过指定网站链接上传或邮件方式发送至境外接收方。境外接收方

将上述信息保存至位于爱尔兰共和国境内的微软AZURE云服务器上，并根据服务内容需要，对

AZURE云服务器进行了加密和功能定制。 

 

申请人在要求境外接收方提供服务之前，均签署《个人信息出境告知书》和《个人信息处理知情同意

书》。 

 

（三） 出境个人信息的规模： 

 

出境个人信息规模：每年不超过1万条个人信息（包括敏感个人信息）。 

 

（四）出境个人信息种类（参考GB/T 35273《信息安全技术 个人信息安全规范》和相关标准）： 

 

（五）出境敏感个人信息种类（如适用，参考 GB/T 35273《信息安全技术 个人信息安全规范》

和相关标准）： 

 

出境信息包括以下内容： 

1. 涉及申请人实名信息（不满14岁申请人的个人信息是敏感个人信息）：申请人的拼音或英文全名、

出生日期、性别 

2. 涉及申请人面部识别信息：报名参加录制视频认证的申请人，提交的个人表演视频 

3. 出于提供服务目的而收集的个人信息：认证科目、认证类型、表演倾向（左利手/右利手）、特

殊身体情况 

 

（六）境外接收方只向以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第三方提供个人信息（如适用）： 

 

（七）传输方式： 

通过指定网站链接上传或邮件方式发送至境外接收方 

 

（八）出境后保存期限： 

出境后自境外接收之日起，信息保存期限为5年，过期后自动删除。 

（九）出境后保存地点： 

由境外接收方租赁、维护、定制 、加密，位于爱尔兰共和国境内的微软AZURE云服务器 

 

（十）其他事项（视情况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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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境外接收方的个人信息加密措施 

 

 

境外接收方通过以下措施保护申请人的个人信息： 

 

1. 权限管理：境外接收方对附录一描述的境外云服务器进行加密和定制。服务器有权限管理设置

功能，仅允许接收方许可的用户访问个人信息或对个人信息进行更正。该服务器的设置权限仅

限于境外接收方信息技术总监及其领导的开发团队。 

 

2. 密码安全：每位访问境外云服务器的用户均需要设置一个安全密码，该系统强制执行密码规则，

包括对暴力攻击的保护。用户密码每三个月必须更新一次。 

 

3. 沟通程序：境外接收方已培训其员工在处理个人信息时遵守验证客户和其他利益相关者身份的

程序。这些程序包括保障措施，以确保只有符合条件的个人提出的信息访问请求能得到满足。 

 

4. IT安全：用于管理申请人个人信息的系统，无论是在云基础设施还是硬件基础设施方面，都符

合行业标准。AZURE云服务器中托管的系统使用Microsoft安全功能。应用程序的框架本身包含

了许多机制，以确保数据的完整性和机密性。员工使用的IT基础设施由防病毒软件保护，无论

是在端点还是在办公服务器上。境外接收方利用Hosted Desktop UK Limited提供的IT支持，该公

司的数据中心已通过ISO27001和PCI DSS安全标准的认证。境外接收方对网络安全风险的控制

也有网络犯罪保险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