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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家林
说，“私家侦探”往往以调查公司、
信息咨询公司为掩护，为利益铤
而走险，多采用非法手段获取并
出售个人信息。

记者了解到，打击“私家侦探”
违法犯罪行为已有明确法律依
据。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法修正案（七）》修改后的刑法第二
百五十三条中，新明确了出售、非
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与非法获

取公民个人信息罪两个罪名。
武汉市公安局办案民警反映，

在具体操作中，对“私家侦探”的个
人信息非法交易源头取证较难。一
些信息经过多次修改和转手，很难
再寻到出处。对于“私家侦探”非法
获取个人信息但又没有造成“严重
后果”的，无法按照刑法入刑。

陈家林教授认为，保护个人信
息是一项综合工程。

他说，我国并没有完整系统的

个人信息保护法，对个人信息保护
的原则、范围、排他规定、罚则等都
未予明确，因此公安机关在相关违
法处置中会面临“法理不足”的尴
尬境地。

他建议，当前社会对“私家侦
探”有一定需求，应尽快完善相关
法律，约束“私家侦探”在法律范围
内活动。对于非法获取和出售他
人信息的“私家侦探”，应明确民事
赔偿方法，加大处罚力度。

4000元！一条通话
记录最高售价

□新华社武汉1月23日电（记者 冯国栋）

武汉警方日前在专项行动中摧毁一批
非法出售个人信息的窝点，抓获34名非法“私家
侦探”从业人员。一条地下个人信息交易链浮出水面。

据武汉市公安局办案民警介
绍，“星辉侦探社”负责人徐某涉嫌
兜售大量个人信息，是武汉警方本
次行动的最大目标。

经公安机关初步调查，徐某
2009年在武汉成立了一家咨询公
司，经营范围为商务信息咨询、法律
咨询、心理咨询等。后来，随着逐步
扩大信息来源，他改行从事非法收
集、买卖公民个人信息。去年4月，
徐某曾因涉嫌非法获取个人信息被
逮捕，后因证据较少被取保候审。

在巨大利益的诱惑下，徐某重

返社会做起老本行，打出“私家侦探”
名号，以婚姻调查、清债、商务调查、
查人找址、员工诚信等为由，非法获
取并出售个人信息。这些信息包罗
万象，包括电话号码、居住地址、银行
资产、教育、就医信息、缴税信息等。

记者了解到，武汉警方这次摧
毁的近10家非法调查公司多依附
于徐某。为了扩大业务，徐某将信
息转卖给这些公司，这些信息被用
于非法调查婚外恋以及商业竞争
对手情况等。每条信息视齐全程
度售价不等，一条通话记录和个人

行踪等信息购入价格约
300元，售出价格约1000元，最
高一条售价4000元。

武汉警方介绍，侵害公民个人
信息，轻则导致垃圾短信和电话缠
身，重则引发诈骗、敲诈、勒索、暴
力讨债等刑事案件。

“不法分子会根据个人信息实
施有针对性的犯罪。比如银行信
息泄露后，犯罪团伙打电话冒充银
行工作人员，报出受害人身份证等
信息骗取信任，以实施诈骗。”一位
参与办案的杨警官说。

个人信息成“唐僧肉”,最高售价为4000元

缺少行业自律和监管导致信息泄露

“私家侦探”——这些以不同
名目出现的现代“福尔摩斯”，本质
上多为沟通买卖双方的信息掮客。

记者发现，一些“私家侦探”公
司私自扩大营业范围，通过“内部关
系”和“线人”非正常渠道获取他人
信息牟利。由于缺少行业自律和监
管，一些掌握重要个人信息的单位，
成为个人信息泄露源头，并由此产
生巨大的非法利益链条。

在武汉汉口中山大道新佳丽
广场写字楼内的一家“私家侦探
社”，记者提出想了解某人的手机
短信内容。一名姓张的负责人爽

快答应，说只要能提供对方手机号
码，3天可完成任务，收费为3800
元。“价格由调查难度决定。”

这位负责人介绍，他在全国各
大通讯公司和民政、邮政、工商、银
行等单位有内部线人。“只要给这
些内部人士一定的好处，获取信
息不是难事。”他没有询问记者身
份，也没要求出示任何个人资料
证件。

记者了解到，个人信息贩卖形
成了“信息源——资源大户——分
销商”的利益链条。据落网的徐某
交代，他主要在网上购买信息，信

息来自深圳、河南等地的重要政府
机关内部人士和一些为机关工作
的社会人员。

徐某还交代，向“私家侦探”
非法购买个人信息的买家既有个
人，也有同行买家。针对个人买
家，“侦探”根据客户需求，先向

“源头”购买信息，再根据掌握的
信息采取进一步行动，或跟踪，或
监视；针对同行买家，“侦探”将掌
握的信息打包，通过QQ群等渠
道有针对性地发布，利用银行账
号收款，异地完成交易，从中赚取
差价。

保护个人信息是一项综合工程

□冯保萍

个人信息可以卖钱，不新鲜，卖
的价格如此之高，令人咋舌。个人信
息非法交易危害之大，有目共睹；屡
禁不绝，令人深思。

如何切断个人信息非法交易链，
已成为现代社会的当务之急。只有下
猛药，才能切断个人信息非法交易链。

猛药之一，从源头上截断“卖方
的手”，让信息掮客失去“财富”的来
源。虽然在具体侦查中，对信息掮客
的个人信息非法交易源头取证较难，
但“信息侵害人”并非无迹可循。令
人惊心的是，在“国家机关或金融、电
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广泛掌握公
民个人信息的单位中，一些工作人员
在利益诱惑下正蜕变成信息掮客的

“内部线人”，成为“卖方的手”。这些
隐藏很深的“内鬼”不除，个人信息保
护将后患无穷，此应为打击个人信息
非法交易的重中之重。

猛药之二，警方打击个人信息非
法交易不应时断时续。如果警方坚
持不懈地打击，个人信息非法交易现
象定不会如此猖獗。

猛药之三，“法理不足”不应成为
漠视个人信息非法交易的理由。保
护个人信息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工
程，对信息掮客的民事赔偿方法应尽
快明确，否则不会起到对不法分子的
威慑作用。

下猛药，
切断信息非法交易链

揭秘“私家侦探”个人信息非法交易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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