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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信息息泄泄露露案案，，多多数数只只判判一一年年多多
有人买500万条信息仅判1年8个月，应加大惩处力度

■整治诈骗电话

本应得到保密的公民个人信息成了不少人牟利的商品，每个人都成了“透明人”。当“透明人”遇到
暗处的骗子精心策划的骗局，“中枪”难以避免。个人信息保护不严被随意叫卖、手机实名制监管不力
致使个人信息被大量冒用、法律法规对违法行为的惩处力度偏软……一系列问题的存在让电信诈骗
的难题待解。症结到底在哪？办法又有哪些？请听听专家和市民怎么说。

警方抓获6名从事跨国电信诈骗的犯罪嫌疑人。(资料片）

本报记者 杜洪雷 范佳

爱心单位想捐钱，老被当成骗子

电信诈骗有多猖狂，济南一家单位的经历最
有说服力。近日这家单位开展了公益助学活动，
欲将几万元的助学款捐给省内家境贫寒的20名大
一新生。这项公益活动中，负责联系被资助学生
的李女士本以为给别人送钱会受到热情回应，没
想到得到的却是冷酷的拒绝。

“我一大早拨通了好几个电话但都没有捐助
成功，感觉他们对我的态度就像对待电话推销员
一样。”李女士说。

由于不少寒门学子家在外地，来济南领助学
金不便，这家单位决定通过汇款的方式发放助学
金。然而“让对方提供银行卡号”更触动了学生家
长紧张的神经，有的家长直接表示“没有银行账
号”。

李女士的朋友认识济宁的一位高中老师，然
而凭借朋友的引荐，李女士依然没能获得更多需
要帮助的学生信息。“学校管理得很严，老师不能
随便泄露。你们要出具官方证明，证明不是骗子，
我也要向我们领导请示。”这位老师说。

李女士为学生家长们的防骗警惕性感到欣
慰，但另一方面，她又感到愤懑，“这些骗子不仅
害了受害者，而且损害了整个社会的诚信环境。”

一个号码给亲朋，另一个搞网购

怎么防信息泄露，进而防止被骗，不少市民
无奈之下想了一些“绝招”。

济南市民高先生原本以为个人信息是非常
安全的，2011年那次购房经历让他改变了看法。高
先生在市区一楼盘看中一套房子，并将自己的手
机号留给售楼处。可没几天，高先生就开始连续
接到装修公司的电话。“这些装修公司竟然知道
我购买房子的小区，甚至是交房时间。我感觉自
己的隐私受到了侵犯，为此还和他们在电话里面
吵过。”高先生说。

此后，高先生陆续接到推销商铺、保险的电
话，多的时候一天能接一二十个骚扰电话。后来，
他又在一网站注册股票账户，结果引来一串推荐
股票的骚扰电话。让高先生忍无可忍的是，自己
正在工作或者休息的时候，骚扰电话进来了，严
重影响了自己的生活。

为了摆脱无休止的骚扰电话，高先生重新办
了两个手机号。“一个手机号给亲朋好友，另外一
个就是马甲号，用来接快递、注册网络平台。”两
年下来，高先生的亲情号非常干净，极少有骚扰
电话。但是，马甲号的来电却是五花八门。“一有
来电我基本上能判断出是不是骚扰电话，除了快
递，基本都是骚扰电话，我会直接挂掉。”

高先生的马甲号是以186开头的，他对记者笑
着说，“如果买个170、171的号码当马甲号就更好
了，骗子指不定还以为我们是同行呢！”

说起骚扰电话，市民石先生也有“妙招”。因
为有过买房留电话的教训，石先生在去年再次购
房时，用了个巧办法。在售楼处，石先生把自己的
电话留下，在号码对应的姓名上却写了妻子孙女
士的名字。

“凡是一打电话称呼我是孙女士的，我一概
挂掉，不和他们瞎扯，肯定是装修公司。”石先生
无奈地说，这个不得已的办法也只能管一点用，
无法杜绝骚扰电话。

葛市民“绝招”

办办了了个个““马马甲甲号号””
整整个个世世界界都都清清静静了了

本报记者 杜洪雷

随意在网上搜索公民个人信
息，就会发现众多的违法出售记
录，个人信息成为违法人员牟利的
工具，侵犯个人权益的同时，对社会
信用体系也是无形的侵蚀。《刑法修
正案(九)》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
加大惩罚力度，最高可判处七年有
期徒刑，可是在实际操作中，违法者
多数判刑在一年左右。

147个判决案例
多数只判了一年多

为严厉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
息犯罪，2015年11月1日正式施行
的《刑法修正案(九)》加大了量刑
标准，最高可判处七年有期徒刑。

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
人信息，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
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
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
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此外，罪名的犯罪主体从“国
家机关或者金融、电信、交通、教
育、医疗等单位及其工作人员”扩

大为“一般主体及单位”。
“现在公民隐私被频频侵犯，

几乎已经成为‘透明人’，这给公
民个人和整个社会带来不安全
感。《刑法修正案（九）》加大对侵
犯公民个人信息的惩罚力度，适
应了新形势的要求，对于惩戒相
关违法人员会有更好的作用。”山
东新亮律师事务所主任王新亮认
为，这是立法的一大进步。

25日，记者登录中国裁判文
书网，输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
罪”进行查询，共找到147个结果，
裁判年份多数是2016年。根据地
域筛选，福建省的法律文书最多
为42个，涉及山东的文书为6个。
记者发现，在法院实际判例中，多
数嫌疑人的判刑一般是在一年左
右，有的甚至只是罚金。

卖了1629条信息
仅判处缓刑

安溪县人民法院的一份判决
显示，2015年4月份以来，被告人
林某某加入QQ群，非法向他人购
买公民个人信息资料5112470条。

林某某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并处
罚金一万五千元。记者搜索多个
判决案例，“一年八个月”的判刑
是其中比较严重的。

记者梳理发现，多数判决中
会考虑到从轻处罚的因素，其中
包括主动自首、退还赃款等。此
外，不少法律判决中出现了缓刑。
例如某县人民法院对犯侵害公民
个人信息罪的被告人董某处以拘
役六个月，缓刑八个月，并处罚金
二万元。被告人董某违反银行有
关规定，在履行职责过程中使用
账号登录中国人民银行征信查询
系统，查询他人征信信息1629条，
并将查询结果出售给被告人李某
某，先后收取被告人李某某支付
的好处费4万元左右。

“有的被告人非法购买上百
万条公民个人信息，其实侵犯的
已经不是公民个人，应该是危害
到公共安全，这应该在量刑上充
分考虑。”王新亮建议，司法机关
对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违法人
员应加大惩罚力度，让公民信息
更加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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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手机机““假假实实名名””，，运运营营商商应应担担责责
打通实名制最后一公里急需加强法规执行力

本报记者 韩笑

在通信专家项立刚看来，因
为监管不严，运营商又有经营业
绩的考核，其进行实名验证的动
力不足，会存在开卡人员检查不
力、验证机器落后等情况，造成了
虚假手机卡的产生。此外，报刊亭、
通信配件商店等终端的销售人员并
非移动通信系统的专业人员，销售
数量与收入直接挂钩。除了非实名
手机卡外，一些销售人员还会置实
名制规定于不顾，违反相关要求办
理“假实名”手机卡。

“对手机用户进行身份核查，
不能仅靠一个客服电话解决，需
要更繁琐的检查方式，需要浪费
大量的人力、物力。此外，通信部
门不具有公安部门的强制性权
利，在对手机卡的使用者进行验
证时，会遇到用户不配合的情况。
所以想要彻底清查，目前还很难
做到，而到底有多少虚假实名的
手机卡，这数字没人能掌握。”省

城通信人士说。
这种情况下，身份证被他人

冒用办理手机卡的事情时常见诸
报端。近日，福州市民唐先生发现
自己名下有一个不认识的手机号
码存在，查询后才知道，有人在
2011年利用唐先生的身份证复印
件办理该号码，至今已有5年。

运营商因为自身监管不力，
造成非实名、虚假实名的现象，是
否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呢？

据媒体报道，海南市民李某手
机卡被他人冒名补办，与手机绑定
的银行卡里17 . 3万余元被人转走。
海口美兰区法院依法判令某通信集
团的分公司承担相应责任，赔偿李
某超经济损失69277.88元。

法院审理认为，该通信公司
在办理补卡业务的过程仅凭服务
密码，未要求补卡人出示有效身
份证件，存在过失，应承担相应的
过失责任。

山东新亮律师事务所主任王
新亮告诉记者，在相关案件中，运营

商如果确实存在过失，需要承担相
应的民事责任。但是在相关管理条
例中，主管、监管部门却没有明确，
对运营商的行政处罚也处于空白。

南开大学计算机与控制工程
学院副教授史广顺认为，手机卡实
名制的初衷，是让“手机卡使用者和
登记者是同一人”，现在却退化成了

“单纯的凭身份证办理”，且执行不
严，出现了冒用、套用等问题。他认
为，现在对手机实名制的解读，应该
从“购买实名”过渡到“使用实名”。

对于手机实名制“最后一公
里”难走通的问题，有专家认为，
一方面是因为相关法规执行不到
位，缺乏监管；另一方面是对于实
名的核实，在技术和管理层面上
有困难，是系统性问题。当务之急
是对已有法规进行细化和完善，
加强相关规定的约束力和执行
力，让销售者深入理解相关规定
以及违规成本，堵住漏洞。此外，
加快技术的研发和升级，加大实
名制的动态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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