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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天下·中外观

我国垃圾短信泛滥

立法缺失难追究

本报讯 中国手机用户有
10亿之众，手机用户饱受垃圾
信息泛滥的困扰。据统计，全国
手机用户在2012年上半年实际
遭受的垃圾短信总量在1000亿
条左右。而今年中秋国庆双节
黄金周期间，用户举报短信总
数接近900万条，其中广告类垃
圾短信占比达到52%，居用户举
报垃圾短信类别之首。

对于垃圾信息扰民的情况
曾经治理过，但收效甚微，其中
一个重要原因是相关立法缺
失。去年初，北京市西城区法院
审理的全国首例追究群发短信
者刑事责任的案件，追诉的是
非法经营罪。其诉讼的法律依
据是《电信条例》。并且虽然有

《非法获取公民信息罪》，但由
于信息窃取追究链条长、范围
广，个人往往难以维权。

所以，要治理垃圾信息，必
须从遏制获取他人个人信息的
需求入手，一方面要加强对公
民个人信息的保护，筑一道法
律高墙；一方面要完善法规，加
大对违法者的惩处。 (宗禾)

严苛立法 狠罚违者 铁腕监管

看外国咋治垃圾短信
◎新加坡：
发条垃圾短信

最高罚5万

个人信息保护法案由新加坡
新闻、通讯及艺术部提出，初衷就
是保护个人信息不被滥用。新加坡
政府还决定成立个人信息保护署，
以便更好地执行新法案。未来政府
将建立一个名单收集系统，任何想
不受垃圾信息侵扰的个人都可在
系统上注册，机构或个人将被禁止
向名单上的号码发送垃圾信息。

新法案明确规定，向名单中任
一个号码发一条垃圾短信，最高面
临1万新元(约合5 . 14万元人民币)
罚款；顶风作案者，最高罚款金额
可达100万新元。为了从源头上规
范个人信息被滥用的情况，新法案
规定，任何机构在收集私人信息时
都必须征得当事人同意，并告知信
息用途，但用于研究、医疗、新闻用
途的信息除外。

◎德国：
发广告短信

需用户书面同意

德国在处理垃圾短信方面起
步较早，相关法律法规较为成熟。
早在 1970年，德国黑森州就颁布
了《数据保护法》。德国政府后来
还通过了更为严苛的法律。2003
年德国通过了《联邦反垃圾邮件
法案》(包括短信)，规定任何机构
向用户发送推销商品和服务的手
机短信，都需要征得用户书面同
意。从21点至次日8点发送的广告
需再次征得用户同意，即便用户
同意，发送者也必须在短信中明
确标注“广告”字样。

政府还专门成立了监督垃圾
邮件和垃圾短信的“处理短信”，用
户可随时举报，一旦被确认为垃圾
信息制造者，发送者会被列入黑名
单，情节严重者将被处以最高5万
欧元罚款。

◎英国：
设立专门办公室

治理垃圾短信

英国信息专员办公室是各路
滥发垃圾短信的无良公司的拦路
虎，这家机构是根据2005年实行的

《信息公开法》成立的准公共机关，
从属于内阁，拥有完全独立的法律
地位，以铁腕政策而著称。该机构
近年来曾多次站出来指斥谷歌街
景服务违反《数据保护法》，在轰动
一时的默多克新闻集团“窃听门”
中也出力不小。

全球移动通讯系统(GSM)协
会业务发展副总裁布拉德·格林表
示，信息专员办公室在近3个月内
没收了两万张大肆发送垃圾短信
的手机SIM卡，短信的源头是曼彻
斯特一家公司。该公司被指控涉嫌
短信诈骗，信息专员办公室已锁定
这家公司，并对其发出搜查令，后
者可能面临50万英镑的巨额罚款。

◎日本：
政府泄露个人信息

被起诉罚款

日本在保护个人信息方面也
做得很出色。在日本生活，很少会
收到垃圾短信。偶尔有这样的短
信，只要及时向管理部门反映，对
方处理起来也很迅速。

能做到这些，得益于日本2003
年实施的《个人信息保护法》。根据
这部法律，受到侵扰的个人可以起
诉泄露自己信息的机构。京都宇治
市政府就因为泄露了市民个人信息
而被诉，法院判市政府赔偿受害市
民1 .5万日元(约合1200元人民币)。

很少有人知道，差不多10年前，
日本对个人信息的保护也很糟糕。
2002年，日本曾发生大量个人信息
泄露事件，后来随着人们对隐私的
保护意识愈来愈强，再加上强有力
的法律干预，情况才慢慢好转。

据《青年参考》

新加坡国会10月通过个人信息保护

法案，禁止向用户发送营销类垃圾信息，

违者最高可被重罚100万新元(约合514万

元人民币)。如此严苛的立法引起全球各

大媒体的强烈关注。

如今，垃圾短信满天飞，令政府和用

户头疼不已。少数几个国家依靠完善的

法律体系严格执法，较好地解决了这个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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