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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偷拍 应该如何维权

  偷拍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
益。北京市盈科（常州）律师事

务所信息网络与高新技术法律事
务部副主任秦可天告诉记者，偷

拍行为一般具有三个特征：非法侵
犯隐私、非正当目的以及非授权行

为。按照民法典的规定，偷拍严重
侵害了公民的肖像权和隐私权，并有

进一步构成性骚扰或寻衅滋事的
可能。

  “利用针孔摄像头、手机等现代电
子设备，在当事人不知情的情况下，拍

摄或者录制一些私密的镜头是对他人权
利的严重侵害，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张
艳霞说，未经对方同意拍摄属违法行为，

即使没有发布到网络上，也已侵犯被拍摄者
的生活安宁权以及隐私权。若是偷拍他人的

敏感、隐私部位，则涉嫌违反治安管理处罚
法甚至刑法。

  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偷窥、偷
拍、窃听、散布他人隐私的行为属于侵犯人身

权利的行为，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罚
款；情节较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

并处500元以下罚款。
  张艳霞说，民法典施行后，对隐私权、肖像

权、名誉权等人格权作出了更为细致的规定，不再
区分拍摄者的目的是否为营利，只要未经对方同

意，都是违法行为。
  “如果图片、视频的内容涉及个人信息，包括但

不限于姓名、工作单位、家庭住址、证件号码以及行
踪信息等，还可能会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应承担相应的

民事责任。如果传播的是含有他人隐私部位的图片或视
频属于犯罪，一般构成传播淫秽物品罪。”秦可天说。

  那么，遭遇或怀疑被偷拍该怎么办？有受访者提
出：能否要求对方交出手机甚至强行夺走手机删除照片？

  对此，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朱晓峰说，自然人即
使认为对方侵犯了自己的隐私权和肖像权，也不能要求对

方交出手机或强行夺走手机删除照片，因为手机也是私人物
品，手机内的照片也是隐私，建议协商处理，协商不成的，

可向现场工作人员求助或者报警处理。
  “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要敢于维护自身权益。首先

可以要求行为人停止拍摄并删除相应的内容。如果情节严重，
可以向法院起诉，主张民事侵权责任。如果拍摄行为已经导致

社会秩序或公共秩序混乱，公安部门可以对偷拍者进行处理。”
朱晓峰说。

  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饶伟认为，被偷拍
者应当及时留存相关证据并向公安机关报案。造成损失的，

可通过民事诉讼主张赔偿。
  谈到处罚偷拍行为，河北省张家口市蔚县公安局情报指挥

中心主任刘东来说，目前最大的难点就是固定证据，偷拍者一
旦删除照片，现有的技术手段往往难以恢复。物证难以固定的

同时，人证也是一个难题，需要更多有正义感的路人站出来
作证。

  “如果发现在私密场所如酒店房间、更衣室、卧室等被偷
拍，应及时报警，保护好自身隐私，同时尽可能收集被偷拍的

证据以便后续维权。”秦可天说。
  “酒店等涉及个人隐私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应尽到管理责

任，定期安排专业技术人员开展检查，及时排除各个角落里的
‘偷拍神器’，以确保群众的隐私权不受侵犯。”湖北省襄阳市

公安局网安支队民警邢鸿飞说。

  如何整治偷拍乱象？成为社
会关注的一大难题。
  多位受访群众提出，针对偷
拍隐私多发生在公交、地铁、酒
店等场所，偷拍证据又不太好固
定的情况，应进一步加强场所监
管，在公交、地铁等地，增加警务
岗或做好对地铁工作人员的相关培
训，对偷拍行为及时发现、处置；
强化酒店的管理责任，对放任偷拍
行为的酒店进行经营限制。同时，
加大对偷拍者的惩处力度。
  在浙江大学数字法治研究院副院
长高艳东看来，治理偷拍乱象，需要
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在我国司法实
践中，偷拍行为很难有相应的罪名予
以刑法上的规制和惩戒，犯罪成本低导
致偷拍行为屡屡发生。因此，他建议设
立侵犯隐私罪，严厉惩处屡教不改或引
发严重后果的偷拍者，更好地保护大众
生活安宁。
  “传统保护名誉权、性关联权的罪
名，很难打击常发性的地铁、厕所等偷拍
行为。因此，在我国增设侵犯隐私罪，是
时代发展的需要。”高艳东说，同时，还
应当注意刑法谦抑性，将“多次或对多
人”设定为入罪门槛，对偶尔的偷拍行为只
需要进行治安处罚，形成法律责任的阶
梯化。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偷拍隐私已经形成
一条灰色的产业链，偷拍不仅成为个别人的
“恶趣味”，很多偷拍的视频、照片都拿到网
络空间进行分享、售卖，遭人围观；一些偷拍
设备也在网上售卖，还有人提供改装偷拍设备
的“技术服务”。
  受访专家提出，整治偷拍乱象，必须斩断
偷拍地下产业链。不仅要严惩偷拍者，也要依法
规制“围观者”。
  邢鸿飞说，制售偷拍设备属于暴利，监管部
门要加强监管执法力度，积极承担起责任，对生
产、销售“偷拍神器”的厂商要严检查、严监
管，从源头上遏制“偷拍神器”的生产和销售，从
而堵住漏洞。执法部门要从严执法，依法加大对非
法生产销售偷拍器材行为的打击力度。
  针对偷拍视频、照片网络售卖的情况，专家提
出，不仅要依法打击这一行为，相关网络平台也要

积极履行主体义务，加强监
管，设置敏感词系统，及时发
现并关闭涉及此类内容的社交
群或论坛，发现违法现象及
时报警处理，共同净化网络
空间。
  邢鸿飞还提出：“对于偷
拍消费端和需求端的人群也
应该加大打击和处罚力度，
比如哪怕只是付费点击观
看的群体，也要增加他们的
围观‘成本’，采取录入相关
‘黑名单’、限制上网等方
式，让需求方也得到一定
惩处。”  据《法治日报》

完善立法加强监管

遏制偷拍器材制售

偷拍行为严重侵权

固定证据依法维权

  偷拍隐私，严重侵犯他人合法权益，是违法乃至犯罪行为，社会
公众对偷拍深恶痛绝。面对偷拍，人们该如何维权？又该怎么打击治
理偷拍行为？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进行了调查采访。

  近日，在北京地铁6号线东夏园站，黑衣男子小赵见白衣男子徐某偷拍，果断出手，一
把将其摁倒。在此过程中，为销毁证据，徐某掰断了自己的手机。后经警方讯问，徐某承
认自己偷拍女子，且之前在乘坐公交、地铁时也有偷拍行为。因侵犯隐私，徐某被警方
拘留。
  记者梳理近年来曝光的偷拍事件发现，地铁、公交等人流密集处，成为偷拍的高
发地。
  不仅在人来人往的公共场所，一些私密场所如旅馆房间、厕所，甚至家中卧室
也屡屡发生偷拍事件，令人防不胜防。
  天津的李女士告诉记者，前段时间她入住一家酒店，关灯休息时发现电视机
下方的电源插座那里有个小红灯一闪一闪，仔细检查发现里面有个摄像头正在
工作。这事成了李女士的“心病”，从此以后住酒店，她都会里里外外认真地
检查一遍。
  还有更让人心惊胆战的，是突然从相邻厕所的底部缝隙伸出一个偷拍
的手机。前不久，湖南长沙的张女士在办公楼一楼洗手间上厕所时就遇到
了这样的事，她惊慌大喊，那人立即将手机缩回，离开了洗手间。
  之后，张女士在同事陪同下报了警，并前往办公楼监控室查看监
控，通过监控找到了涉事男子。但警方上门时，男子手机里的证据已
经被删除干净。

各类场所偷拍现象屡屡发生

  偷拍的图片和视频都去哪儿了？
  记者调查发现，偷拍获得的图片、视频，很多被上传到了
互联网上、社交群里，供网友浏览引流，也有一部分被打包
后在社交群里、社交软件上出售，被偷拍者的隐私成为他人
赚钱的工具。
  记者在一个名为“A3”的社交群“潜水”时发现，
有群友经常发送“抄底”(即以仰视角度偷拍女性裙底)
照片。一名群友告诉记者，这个社交群原本是一个电
商交流群，后来有人在群里发偷拍照片，部分群友对
此颇为追捧，群主和管理员也不制止，于是，上传
的偷拍照片和视频越来越多。
  而在私密聊天软件上，这种偷拍的图片、视频
更为泛滥，更有部分偷拍的图片、视频进入了非法
销售渠道。
  在某私密聊天软件上，记者通过词组检索，
找到并加入一个名为“抄底资源”的群，群成员
不时上传裙底偷拍的视频片段，而每个视频
片段下方，都会附带一个网络链接并配上文
字：付费群发布页。
  记者点击链接，页面跳转至浏览器。
这是一个网购页面，商品详情图是几张
美女图片，左上角带有绿色的“自动发
货”标识。该网页显示，“厕拍付费群”
“抄底付费群”的售价均为135元，而
“原创厕拍内部群”价格为279元。
  在一些社交平台上也有售卖
偷拍图片、视频的信息。据从事
多年网站运营工作的业内人士
透露，偷拍视频和图片在付费
网站上很容易被找到，用户
充值购买网站内货币，就能
解锁偷拍资源包的下载权
限。这些偷拍视频或图
片，主要是偷拍者自己
上传或售卖给偷拍群
组的群主，群主再打
包转售。此外，非
法交易还包括“私
人订制”，即有人
出钱请偷拍者按
照其要求偷拍
某类型的高清
无码照片或
视频。

被偷拍者的隐私成为他人赚钱的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