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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生活秩序，侵犯公民和消费者人身权益 央视3.15晚会曝

光分众无线公司向手机用户大量制作发布“广告短信”（垃

圾短信）的过程，此事在社会引起广泛的讨论。虽然强行发

布“广告短信”的企业和个人不是分众无线公司一家。但每

天向手机用户发布几千万条广告短信，掌握两亿手机用户私

人信息的消息不仅让每一个手机用户震惊。人们惊呼个人隐

私权被侵犯的同时，纷纷谴责泄密者，是谁窃取了我们的手

机信息呢？对个人的手机信息和隐私权该如何保护？侵犯个

人隐私权该如何惩罚呢？制作、发布广告短信和垃圾短信该

受到何种法律制裁呢？如何从源头制止垃圾短信呢？ 然而时

至今日，被曝光的分众无线公司除了董事长的道歉和电话运

营商的致歉外，这些侵犯手机用户隐私权、强行发布垃圾短

信的行为并没有受到任何法律制裁。甚至涉案公司在掩饰侵

权行为事实。公民隐私权和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的法律常识，

多数人都略知一二。但这种泛泛一般的知道与人格尊严和隐

私权法律保护的实践要求相差很远。尤其是手机短信侵权行

为。无线通信技术使侵权行为的取证和调查带来很大难度。

作为单个手机用户很难知晓短信的发布者是谁？发了多少？

手机保留短信证据、进行维权的时间和成本很大，最终用户

选择了放弃。这也造成了垃圾短信的发布者肆无忌惮的时是

侵权行为。只要用户使用手机短信功能，垃圾短信就不可避

免，也无法根治。这好比城市中的小广告，如同牛皮癣一样



，难以彻底清理。 有人说，垃圾短信之所以产生就在于，短

信通信费太便宜，所以提高手机短信通信费能够有效遏制垃

圾短信。垃圾短信还帮助通信企业涨价，荒唐之极！这种观

点非常愚蠢，表面上看是治理垃圾短信，实际上是变相的为

手机通话费涨价，侵犯消费者权益。问题是话费涨价并不能

杜绝垃圾短信。垃圾短信发布者侵犯公民名誉权（隐私权）

，通信企业为垃圾短信发布者提供便利是共同侵权行为。同

时通信企业不能保障用户的人身、财产安全属于侵犯消费者

权益的行为。以提高话费来遏制垃圾短信的观点更是侵犯消

费者权益的行为。 垃圾短信包括广告短信、诈骗短信、色情

短信、金融诈骗信息、违法犯罪信息等。最早是谎称中奖诱

人上当的短信，尔后是银行卡诈骗短信，出售黑车、枪支买

卖、高利贷短信，色情短信，到现在是广告短信盛行。每个

有机用户每天都会收到一两条不同类型的垃圾短信。前两年

治理诈骗短信，公安机关联合行动查封了一批违法手机号码

，打击了一批犯罪分子，此类短信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 现

在一些企业利用无线通信技术发布各种广告短信。但从广告

短信内容来看，够不上违法短信。但未经用户同意经常性的

向个人手机发布广告短信，就构成了骚扰，这种强制性的交

易广告信息是对手机用户的不尊重。问题是违法短信发布者

如何得到用户的手机号码？未经个人同意使用个人通信号码

是侵犯个人隐私权和通信秘密的违法行为。 由于广告短信的

发布者不一定是获取个人收集信息者。在此垃圾短信的侵权

行为就可能存在，泄漏个人信息和使用个人信息者，不管以

何种方式使用个人信息，都是侵犯公民人格尊严的行为。这

里人格尊严包括隐私权和名誉权。通信企业放任垃圾短信发



布者侵权行为发生，是共同侵权行为，更是侵犯（用户）消

费者权益的行为。 二、关于垃圾短信侵权行为的法律监管依

据，公民和消费者维权难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第

六条、电信网络和信息的安全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

人不得利用电信网络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或者

他人合法权益的活动。 第五十七条、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

利用电信网络制作、复制、发布、传播含有下列内容的信息

： (七)散布淫秽、色情、赌博、暴力、凶杀、恐怖或者教唆

犯罪的；(八)侮辱或者诽谤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 《

信息安全等级保护管理办法》第七条 信息系统的安全保护等

级分为以下五级：第二级，信息系统受到破坏后，会对公民

、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产生严重损害，或者对社会秩

序和公共利益造成损害，但不损害国家安全。 《中华人民共

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十四条 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

和接受服务时，享有其人格尊严、民族风俗习惯得到尊重的

权利。 第二十五条 经营者不得对消费者进行侮辱、诽谤，不

得搜查消费者的身体及其携带的物品，不得侵犯消费者的人

身自由。第四十三条 经营者违反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侵害

消费者的人格尊严或者侵犯消费者人身自由的，应当停止侵

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失。 《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一条 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

，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

害公民、法人的名誉。 第一百二十条 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

、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

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 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



意见：140、以书面、口头形式宣场他人的隐私，或者捏造事

实公然丑化他人人格，以及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他人名

誉，造成一定影响的，应当认定为侵害公民名誉权的行为

。150、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和法人的名

称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公民或者法人要求赔偿损

失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权行为的具

体情节、后果和影响确定其赔偿责任。 151、侵害他人的姓名

权、名称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而获利的，侵权人除

依法赔偿受害人的损失外，其非法所得应当予以收缴。 《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公民、法

人因名誉权受到侵害要求赔偿的，侵权人应赔偿侵权行为造

成的经济损失；公民并提出精神损害赔偿要求的，人民法院

可根据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权行为的具体情节、给受害人

造成精神损害的后果等情况酌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精

神损害赔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六条 精神损害赔偿

的标准：（一）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遭

受损害的，精神损害赔偿金额一般不超过１０００元；侵权

行为情节恶劣、后果严重的，赔偿金额为１０００－５００

０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八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

、诽谤和诬告陷害。第四十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通信自

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除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

罪的需要，由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

通信进行检查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

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 从法律依据来看，公民的人格尊

严受法律保护，侵犯公民人格尊严的行为在民法上视为侵犯



“名誉权”。人格尊严是指不违背公民的个人意愿，公民有

收到他人尊重的权利。人格尊严包括了名誉权、隐私权、人

身自由等具体内容。 垃圾短信的危害在于不尊重公民的意愿

，强行让手机用户接收广告短信或其他违法短信。单个的手

机用户人力上无法知道侵权行为人是谁，所以依法维权成为

难题。一条短信一毛钱，用户为此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调

查取证，法律诉讼维权的成本极其高昂。且不说能否查清侵

权行为人是谁。 《民法通则》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精

神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规定，侵犯公民

名誉权精神损失赔偿数额最高是5000元。而司法维权是一个

曲折的法律技术过程，垃圾短信侵权行为的技术含量很高，

需要借助通信技术等手段获取证据。因此，单个的手机用户

维权行动不具备可行性。对于垃圾短信的发布者来说，虽然

每天发布了几千万条短信，但是那些人是受害者很难证实。

多数人把垃圾短信随时删除，这也为证实垃圾短信的数量造

成难题。所以垃圾短信的法律维权成为难题。 三、治理垃圾

短信工商部门要严格执法，亟需完善公民和消费者人身权益

保护法律制度 虽然垃圾短信个人维权成为难题，但是作为消

费者，通信企业有责任保障个人用户安全不受非法信息侵害

和骚扰，做不到这一点就是侵犯消费者权益。在此，无论垃

圾短信发布者是谁，通信企业都是侵权行为人。这种侵权行

为包括经营者责任和侵权公民隐私权、名誉权的共同侵权责

任。 从技术上讲，完全可以把那些一次性发布同样信息量巨

大的信息发布者查询出来，并审查其短信内容，属于广告信

息和违法信息的，可以对信息发布者处以法律制裁。依据《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侵犯消费者人格尊严的，工商局



可以责任改正或者责令停业整顿，吊销营业执照，并处以违

法所得5倍的罚款。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条、经营

者有下列情形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质量法》和其他有关

法律、法规对处罚机关和处罚方式有规定的，仿照法律、法

规的规定执行；法律、法规未作规定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

门责令改正，可以根据情节单处或者并处警告、没收违法所

得、处以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没收违法所得的

，处以1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吊销

营业执照： (八)侵害消费者人格尊严或者侵犯消费者人身自

由的； 之所以存在侵犯个人隐私权的行为屡屡发生，在于《

民法通则》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个人隐私权保护的规

范过于简单和模糊，仅仅是以人格尊严或名誉权取代。而侵

犯公民名誉权的违法行为，物质赔偿的最高限额是5000元。

很明显，法律对公民人格尊严、名誉权和隐私权保护的力度

不够。这造成违法成本过低，公民维权积极性不高，侵犯公

民人格尊严的行为越来越严重。为此，建议《民法通则》和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把侵犯公民人格尊严、名誉权、隐私

权精神赔偿的数额提高到10万元。 基于单个公民对垃圾短信

侵权行为维权的难度非常大，建议通过制定《公民信息安全

保护法》，由公安部门和信息产业管理部门、工商部门联合

执法，加大对通信企业的技术监管，依法受理公民的垃圾短

信投诉，经查实属于垃圾短信的，依法对短信发布者处以违

法所得10倍以下罚款，并可以对责任人处以行政拘留。 对通

信运营商来说，通过技术手段，限制短信群发减少垃圾短信

发生频率是切实可行的。那种主张取消短信功能的做法不可

取。用户过年过节短信问候是必不可少的，我们不能因噎废



食。治理垃圾短信，公民维权受到技术限制，这就要靠行政

监管部门的执法监督。同时，完善公民隐私权保护和个人信

息安全保护立法，加大侵犯消费者权益的行政处罚力度是当

务之急。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

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