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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踪调查”“婚外情调查取证”“拥有大量高科技工
具”……近些年，类似广告频现互联网。“私家侦探”究竟是
一种怎样的存在？普通人雇请“私家侦探”调查有法律风险吗？
“调查结果”又能否作为法庭审理证据？多位受访专家指出，“私
家侦探”吃的是“信息饭”，而这碗“信息饭”很容易涉及他
人的个人信息权、隐私权，而其“调查结果”也通常不能作为
有效证据，委托人还可能因此涉嫌违法甚至刑事犯罪。

  提起“私家侦探”，很多人脑海中的第一
印象可能是：他们略带神秘感，深色风衣，棕
色毡帽，口袋里装着微型照相机。
  “私家侦探”戴朋俊的形象与这些印
象不太相符：他身材中等，不胖也不瘦，
戴着一副眼镜，十分干练；如果拿起公文
包，人群中的他就是一个不起眼的普通上
班族。
  2003年，戴朋俊进入这一行业，主要处
理婚姻出轨方面的问题，平均每年会收到
近千次咨询。
  “私家侦探”到底是如何开展工作的？
  戴朋俊告诉记者：调查前，他会对环
境进行预判，准备不同的应对方案和相应的
服装道具，衣服一般以黑、灰、白为主，鲜艳
花哨的衣服容易引起注意，要尽量避免。关
于出行，如果距离近，就自己开车；如果远就
乘坐飞机、高铁，到地方后再租车；有时也会
买辆摩托车或者电动车（有的委托人会提
供），工作结束后再卖掉。
  “利用窃照设备拍照、安装定位器、
调取个人信息等是法律所不允许的，所以
我们的拍摄设备都是民用的，能在商场买
到。”戴朋俊说，从事这一行多由师傅
带，传授一些跟踪和偷拍小技巧、伪装打
扮方法、与陌生人沟通交流的方法等。
  据戴朋俊介绍，“私家侦探”的业
务，不只有“抓小三”等婚姻问题，还包
括助力法院拘传“老赖”、收集民商事纠
纷线索等。
  “比如找‘老赖’，法院执行毕竟人
力精力有限，这时候就有申请执行人找到
我们，希望帮其查到‘老赖’行踪，我们
就会通过和周围邻居聊天、蹲守等方式，
确定对方是在家还是在其他地方。好几次

我 们 提
供了相关
线索，为法
院成功拘传
‘ 老赖’提供
了帮助。”戴朋
俊说。
  张 海 涛 于
2008年从事调查
工作，在外人眼
中，他也是一名
“私家侦探”，
不过他并不希望
别人这么称呼，
因为“我国并不
承 认‘私 家 侦
探’这一职业，
而且我从事的对公
业务比较多，可以把
我 们 称 作 民 间 调 查
师”。
  记者注意到，张海涛的
公司注册信息上写着商务咨
询，主营业务是知识产权维
权的调查取证、民商事纠纷
线索收集、婚姻家事等。
  据接受记者采访的“私
家侦探”估计，全国从事
“私家侦探”的人数至少几
千至上万人，其中包括团队和
以个人形式开展调查的“游
击队”。曾有报道称，保守
估计国内“私家侦探所”数
量已经达到3700多家，从业
人员2万多人。

从业人数不少，承接各类调查事项

  记者调查发现，由于“私家侦探”的市
场需求旺盛，盈利空间大，有不少人在网上
打着“私家侦探”的名号，从事侵犯他人隐
私的违法行为。
  记者以“私家侦探”为关键词在网上检
索，出现了多家“侦探调查公司”，其中不
乏一些“突破底线”的“私家侦探”。
  在一家名为“××私家侦探社”，记者
从客服处获得一份详细的可调查项目明细
表：600元，提供姓名、性别、户籍省份、年龄，
可查符合条件的身份证号码和头像；2300元，
提供身份证号码，可查全国5年内开房记
录，带酒店名称，开退房时间，3800元可查
同住宿记录；3000元，提供身份证号码，可查
飞机火车记录、出入境记录、名下房产车辆、
婚姻状况等14项记录；8500元，可提取对方社
交账号上的好友，或提取对方手机通讯录好
友。此外，人际关系调查、外卖网购收货地址、
手机实时定位等，都可以付费查询。
  记者注意到，虽然网上能检索到很多名

为“××侦探调查”的公司，但这些公司均
未显示备案信息和工商注册信息。而根据我
国《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从事经营
性互联网信息服务，应当申请办理互联网信
息服务增值电信业务许可证，即ICP备案和
许可。并且，在天眼查、企查查等APP上，
目前全国范围内没有一家名为“××侦探”
“××侦探事务所”的公司。
  “目前‘私家侦探’行业鱼龙混杂，有
些人会用违法手段偷拍和窃取他人信息，还
有些人打着侦探的幌子在骗钱。”一名在山
东青岛从业20多年的“私家侦探”对记者
说，那些骗钱的人往往不愿见面，不会透露
公司座机和办公地址，无论做什么都是先付
保证金再办事，而且收费偏低。
  戴朋俊也告诉记者，近年来“私家侦
探”行业存在不少乱象：有些“私家侦探”
是假借侦探名义，实施诈骗的骗子；有些想
一夜暴富，不惜铤而走险；有些只要给钱，
什么都敢做；还有些直接贩卖个人信息等。

行业存在多种乱象，一些“侦探”突破底线

请“私家侦探”取证合法吗

  ◆“私家侦探”取得的证据是否具有法律效力？
  陶杨认为，“私家侦探”虽然处于法律上的灰色地
带，但其获取的证据也并非当然不具备证据效力。如果从
事的是民事调查活动，根据民事诉讼法解释的规定，如果
仅仅是一般性的调查，并未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违反法
律禁止性规定或者以严重违背公序良俗的方法形成、获取的
证据，也可以作为定案根据，具有一定的法律效果。
  “但因为‘私家侦探’行业仍处于灰色地带，不建议当
事人聘请‘私家侦探’，而是可以通过律师或者向法院申请
调取证据的形式来进行证据调查搜集。”陶杨提醒。
  ◆为了“避免麻烦”，“私家侦探”和委托人之间往往不存在
纸质的委托合同，一般是口头协议后先支付订金，委托完成后
再支付剩余的钱。对于这样的委托，法律是否承认？
  在陶杨看来，委托无论是否有书面协议，其效力主要还是
看委托的事项，如果委托的事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
者违背公序良俗，应当无效。但实践中，有些“私家侦探”从事
的接受委托开展调查活动主要还是打一些擦边球，如果是不侵犯
其他公民合法权益的一般性证据调查活动，还是要遵从意思自治
原则，认定为有效。
  ◆如果“私家侦探”的行为已经被认定为刑事犯罪，其委托
人是否构成共同犯罪？
  在与“私人侦探”公司的沟通中，当记者问及偷拍等行为是否有
法律风险时，负责人表示，双方签订的合同中会约定服务过程中因调
查方式产生的法律风险由调查公司承担，委托人“完全可以放心”。
  但事实可能并非如此，广东立幸律师事务所主任栾宇新认为，此
类约定只能在形式上规避后期法律风险。判断是否构成共犯的关键，
是委托人对“私家侦探”的犯罪行为是否“知情”或“应当知情”，如果有
相关证据表明双方对可能存在的非法调查行为存在共谋，无论有无签
署类似的“免责条款”，委托人都有可能构成共同犯罪。

  实际上早在1993年，公安部就
曾发布《关于禁止开设“私人侦探
所”性质的民间机构的通知》。原
国家工商总局也曾明确指出，严禁
私人开办侦探业务，市场监管部门至
今未批准过以“私人侦探”作为经营范围

的企业注册登记。
  “目前禁止的是以‘私家侦探’名义进行的

登记注册行为，并未明确禁止当事人委托其他个人
或者组织从事协助证据调查活动。”北京交通大学法

学院教授陶杨说，“私人侦探”所从事的接受当事人委托
协助开展证据调查工作，在司法实践中有时也很有必要。

在一些刑事案件的控告或者报案初期以及刑事自诉和民事诉
讼案件中，均需要当事人自己履行一定的举证责任，但是当

事人取证能力与精力有限，便通过委托一些从事证据调查的个
人或者机构协助查找、收集、固定证据，这种行为并未被法律

法规所禁止。
  北京安理（杭州）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徐霄燕说，从合法性来

讲，就“私人侦探”这一称呼本身而言，虽然没有法律明确赋予其主
体身份，但也没有禁止这一称呼。作为一种民事行为，法无禁止即

可为，因此自称“私人侦探”并不违法。至于其行为是否违法，则要视
其行为内容和实质来定。

  “在我国，由于法律没有赋予‘私家侦探’主体身份，所以也就没
有相应的职能。‘私家侦探’的权限也就仅限于普通公民的合法知情权范

畴。”徐霄燕说，目前之所以大家一说“私家侦探”，大多认为其不合
法，主要原因是很多自称“私家侦探”的机构或个人，在业务宣传、调查手

段、信息使用等方面，普遍存在违法行为。
  在采访中，多名受访的业内人士提出，目前我国尚无法律确立“私家侦
探”的法律地位，但该行业的市场需求较大，希望能够尽快建立和完善相关法
律法规，加强行业监管。

业内人士呼吁

加强监管明确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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