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0年5月28日 星期五 主编 张锡磊 校对 姜军 版式 唐唐

2010年4月27日晚，洛阳市一名出
租车司机被残忍杀害，事发后，经洛阳
高新区警方的侦察，已锁定犯罪嫌疑
人。为尽快抓捕疑犯，5月19日，警方
在网上发布了“悬赏通告”，希望通过网
民的力量尽快破案，短短几天，已有数
十个网民向警方提供线索。随着网民
数量的不断壮大，不少地方的警方都开
始尝试借助网络搜寻疑犯。那么，警方
在网络上发布悬赏通告，是不是以“人
肉搜索”的形式寻找疑犯？这种做法是
否合适？它与一般的通缉令有何不
同？被通缉的人目前只是“犯罪嫌疑”，
尚没有最终定罪，警方能否在网上公开
他的照片？这种做法是否侵犯了肖像
权和名誉权？律师认为，只要发布的程
序正当，又确实是犯罪嫌疑人，就不涉
及侵犯隐私权，借助网络寻找侦查线
索，不仅可以用，而且应该用。

晚报记者 袁帅

“借助网络破案应该鼓励”
洛阳警方在网上发布“悬赏通告”后，有

很多网友力挺。
网友们希望早日破案，还社会一片安

宁。更希望国家可以出台相关规定，对网上
通缉等作出一个规范规定，以便在新时期更
好地利用网络构建和谐社会。

赵文表示，警方的侦查手段可以采取多
种方式，并不违法，因被搜索人为犯罪嫌疑
人，也不涉及损害个人隐私，但是在利用网络
时，要警惕不可控性，也许网友搜索出来的并
不是犯罪嫌疑人，就可能对与犯罪嫌疑人相
似的其他人造成伤害。

“由于网络具有信息传播速度快、传播范
围广的特点，而借助网络寻找破案线索，又是
一种使用公权力的行为，因此应该进行严格的
规制。相关案件的材料和犯罪嫌疑人的信息
一定要经过严格审核，必须要准确。”赵文说。

赵文还提出，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六条规
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
事诉讼，必须依靠群众。

随着社会的发展，利用网络等现代信息
传播手段进行侦查，无疑会提高侦破效率。
同时，网络也为寻求破案契机的侦查机关与
掌握零散犯罪线索的大众之间，建立起了沟
通的桥梁。“这种做法我是持肯定态度的，借
助网络寻找侦查线索，不仅可以用，而且应该
用。”赵文说。

5月19日，一则“悬赏通告”在很多网络论坛上相当火，点击率都排
在各个论坛的前列。

这则悬赏通告是洛阳市高新区公安分局发出的，最早出现在洛阳
当地的网络论坛和大河网的洛阳城事版块中，后被很多网络论坛转
载。

悬赏通告的内容显示，2010年 4月 27日晚，洛阳市一名出租车司
机被残忍杀害后，连人带车被抛至高新区丰华路附近。案发后，洛阳
市警方成立专案组，夜以继日开展工作，经过深入摸排和艰苦侦察，目
前案件已取得突破，4名嫌疑人图像和视频被锁定。

由于考虑到嫌疑人流窜作案的可能性较大，洛阳高新区警方在加

大力度侦察抓捕的同时，在网上论坛发布“悬赏通告”，期望借助网络
力量征集线索，缉拿凶手，以求早日破案，告慰受害人家属。

悬赏通告列出了4名犯罪嫌疑人，详细介绍了4人的体貌特征，并
附有4人的视频截图照片。

通告中表示，为尽快破案，抓获凶手，对提供线索、确定嫌疑人
真实身份的，奖励现金 1 万元；对提供线索，抓获犯罪嫌疑人的，
奖励现金 5 万元。通告最后，留有洛阳市高新区公安分局高警官
的电话。

这则特别的帖子也受到多数网友的支持，除了提供线索和出谋划
策外，不少网友还向参与追捕犯罪嫌疑人的民警表示敬意。

“我们的工作非常紧张，专案组人员都是昼夜不停地工作，希望能
尽快破案。”5月21日中午，高警官在办公室简单吃了盒饭，开始查看网
友针对悬赏通告的留言。

悬赏通告在网上发布后，立即引起广泛关注，两天时间，“有数十
人提供线索”。

提供线索的网友来自不同地方，“有很多是外地人。”高警官说，
“有的网友通过电话提供线索，有的是直接在网上给我们留言，每一条
线索我们都认真对待，都会进行详细的核实，到目前为止，网友们提供
的线索价值还不大，不过，我们依然对线索提供者表示感谢，也欢迎广
大网友继续给我们提供线索，如果网友提供的线索有价值，我们肯定
会兑现承诺，予以奖励。”

高警官告诉记者，在此次案件中，虽然通过视频截图确定了嫌疑
人，但疑犯的姓名、身份、籍贯都不清楚，所以，“想通过网络，发动网友
的力量，希望能够找到犯罪嫌疑人。”高警官说。

随着网民数量的不断壮大，网络力量在很多领域都发挥了重要作
用。近年来，警方在侦破案件时，开始尝试借助网络力量，特别是在南
方一些城市，通过网络寻找嫌犯的案件越来越多。

“我想，借助网络力量侦破案件，会慢慢成为一种常态，因为，处在
网络时代，警方只有与时俱进，才能更好地破案，否则就要落后。”高警
官说。

“今天凌晨，4 名嫌疑人在河北邯郸全部落网，他们对犯罪事
实供认不讳。”5 月 27 日晚上 10 时许，高警官在电话中兴奋地对
记者说：“我们这段时间的辛苦总算有了收获，晚上可以睡个好
觉了。”

高警官表示，悬赏通告在网络上发布后，网友们积极提供线索，
“虽然没能提供直接线索，但还是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间接线索，比
如，有网友说，好像在邯郸见过嫌犯，我代表警方，对广大网友表示感
谢。”高警官说。

两天内数十网友提供线索，众嫌犯全部落网

洛阳警方在网上发布“悬赏通告”后，网友们在提供线索的同时，
也在热议一个问题，这种做法是否合适？有没有侵权？

对此，高警官解释，命案发生后，洛阳市高新区公安分局迅速成立
专案组，对案件进行深入调查，通过调取大量监控录像，经过认真分析
和研究，基本可以确定，“悬赏通告中公布的4人就是本案的犯罪嫌疑
人”。

“我们在悬赏通告中使用的语言非常谨慎，都是对客观事实的叙
述，没有一句倾向性语言。”高警官告诉记者，悬赏通告发布后，除了向
他们提供线索的数十名网友外，在论坛中跟帖的网友更多，“跟帖者都
比较理智，最多是谴责犯罪嫌疑人不应该杀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
现有网友对嫌犯进行人身攻击和侮辱的。”高警官说。

也有网友认为，警方在网上发布悬赏通告，实际上就是在对嫌犯进

行“人肉搜索”。将犯罪嫌疑人的照片公布在网络上的行为，有侵犯相关
公民的隐私权、名誉权等权利之嫌。

“不是，绝对不是，我们发布的悬赏通告，绝对不是人肉搜索。”高
警官坚决否定人肉搜索的说法。

“我们公安局作为一个执法单位，肯定会遵守国家法律，我国法律
不允许人肉搜索，我们就肯定不会那样做。”高警官说，他们发布的只
是一个“悬赏通告”，希望通过广大网友的力量，获得疑犯的线索。

“我可以声明一下，我们对通缉的4名嫌犯和线索提供者的权利都
会进行保护，此次悬赏通告，我们也是负责任的。”高警官强调。

洛阳王城律师事务所赵文律师认为，就算洛阳市高新区公安分局
发布的悬赏通告是“人肉搜索”，只要发布的程序正当，照片上的人又
确实是犯罪嫌疑人，就不涉及侵犯隐私权。

网络通缉令审批程序很严格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应当逮捕的犯罪嫌

疑人如果在逃，公安机关可以发布通缉令，采
取有效措施，追捕归案。通缉令的发布有严
格的规定和审批程序。

网络通缉令作为一个新兴产物，它的发
布与常规通缉令是否一样？

“目前，针对网络通缉令的发布还没有明
确的规定，不过，一般都是按照常规通缉令的
程序走，审批同样严格。”高警官说，他们此次
发布的悬赏通告，经过了慎重考虑和严格的
审批，“专案组根据案情需要，提出在网络上
发布悬赏通告，层层审批，我们分局局长签字
后，再报洛阳市公安局，市局主要领导同意
后，我们才发布的。”

赵文律师虽然支持警方借助网络搜寻嫌
犯，但他也指出，警方发布悬赏通告只能在自
己辖区范围内，超出辖区的需向上级公安机
关申请。

洛阳警方只是在洛阳当地的网络论坛和
大河网的洛阳城事版块中发布了该悬赏通
告，但后被网络论坛转载，网络具有面向全球
性，其地域特点不好界定。

赵文律师告诉记者，根据有关规定，如果
要在全国的公共网站上发布，要得到省公安
厅的审批。如果在洛阳市发布，要得到洛阳
市公安局的审批。

对此，高警官说：“我只知道，我们分局局
长和市局主要领导是批准同意了，至于有没
有得到省公安厅的批准，我就不知道了。”

5月21日下午，记者电话咨询了河南省公
安厅，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不知道此事，
不方便查询。”

洛阳警方发布的“网络通缉令”（网络截图）

网友“奇石顽童”昨发布了嫌疑人落网图片网友“奇石顽童”昨发布了嫌疑人落网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