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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数十条房产信息，能不能消停一会儿，真希望
别再骚扰我了。”本报读者群中，一个名为“人生如梦”的
网友这样说道，他还公布了诸多卖房短信截屏，此举引
来诸多读者的热议。

“也不知道是谁把我们的号码给泄露出去了，真希
望有关部门能够加强监管。”网友“千山暮雪”表示，“就
是需要买房，我也不会拿着手机短信去看房子，何况我
也不需要买房。”

为此，有专家表示，卖房短信的增多，无疑说明开发
商的房子不好卖了，不过宣传营销应该采取正规合法的
方式，以便于百姓置业为原则，在宣传手段和内容上增
强自律。

垃圾短信涉嫌侵犯市民的权利有：
1.涉嫌侵犯他人安宁权
垃圾短信的特点就是骚扰他人，影响他人生活的安

宁。尽管这种行为并没有造成财产上的，或者人身上的
损害，但是它造成了受害人的精神损害，也就是人格利
益的损害或者人格权的损害，因此，符合侵权行为的构

成要件。
2.涉嫌侵犯他人通信自由权
对于垃圾短信及其发送者来说，终端用户往往是不

希望接收和不希望与之进行通信的，因此，发送垃圾短
信的行为应该属于侵犯他人通信自由的行为。

3.涉嫌侵犯他人隐私权
个人信息作为隐私权的一部分，是公民人格权的一

个方面，出卖他人资料和电话都是侵犯他人隐私权的违
法行为。

4.涉嫌侵犯个人信息保护权
《个人信息保护法》专家建议稿中，个人的手机号

码、家庭住址、医药档案、职业情况等，都在保护范围之
内。不论是名片店私自将客户的名片留底、单位乱扔应
聘者的简历，还是医院管理不善导致病人病历泄露等，
都属违法，将被追究行政责任、民事责任或是刑事责任。

5.涉嫌侵犯他人消费自由权
未经同意擅自向他人发送垃圾短信的行为属于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上的强迫接受服务行为。

据了解，目前国内手机的垃圾短信大致分为四大类：第
一类是“骚扰型”，第二类是“欺诈型”，第三类是非法广告短
信，第四类是SP（短信业务提供商）违规群发，误导用户订制
短信业务。

在当前的生活中，几乎每个人都难逃短信广告的骚扰，
不少网友纷纷发帖晒自己的手机短信，还戏言，“这么多的
短信，目的就是要烦死你，赶紧掏钱买”。

“受限购、加息等政策影响，房子的确是不好卖了，不过
一些项目，不厌其烦地发短信也就算了，内容还极为不真
实，我就为此白跑了好几趟。”市民陈琳一肚子怨气。

原来，在上周末，她去北区某项目看房，不但实际价格
比短信宣传上的每平方米要高出好几百元，房子质量更是
难以达标。

“远远看上去，房子挺漂亮，很有异域风情，当时就挺想
买的。然而，经过实地了解后，品质真不敢恭维，还有一些老
业主在维权。我上网查阅该房源信息，才发现一套房子竟然

有五六十处都不合格。”陈琳很庆幸自己没有冲动置业。
不仅如此，上月底，她收到了一条“低首付，低总价，2万

就可买两房”的短信，对于她这个手头不宽裕的刚需族而
言，这简直就是难以抵挡的“诱惑”。令她意想不到的是，这
十足是一个营销噱头，楼盘的真实优惠并不大，低首付置业
也设置了很多门槛。

从诸多卖房短信内容来看，还有一些楼盘涉嫌违规销
售，比如北区某项目，要享受优惠举措，必须在开盘前交纳
一定的“意向金”，虽然这笔“意向金”可以退，但这种做法已
经违反了 2010年 4月住建部政策规定：未取得预售许可的
商品住房项目，房地产开发企业不得以认购、预订、排号、发
放VIP卡等方式向买受人收取或变相收取定金、预定款等
性质的费用。

不少市民表示，通过这样的骚扰方式来大批量地传递
楼盘信息，已经让他们产生了抵触的情绪，也不再愿意通过
短信内容来决定去哪里看房置业。

楼市盘点之黑白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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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房短信频发
楼盘营销“走捷径”
内容缺乏监管，虚假噱头多

“短信铃声不停地响，总以为是朋友的来信，还得不断打
开看，很影响生活。这简直是看了没用，不看又怕误事。”12
日上午，家住黄河路的市民何磊打开自己的手机短信说，单
是一个周末，他就收到了二三十条短信，其中，房地产短信占
九成，其他都是一些卖保险的、学习讲座、高利贷等内容。

何磊手机上没有来得及删除的还有几十条：
“相爱多时，是时候给爱情一个承诺，给她一个温暖的

家了，××项目78平方米两房、90平方米三房多层不限购，正
在招募会员。”

“您还在观望？周末去××抄底喽！神秘特惠揭晓在即！”
“0首付、秒杀价，××巨惠热抢，每日尽销 15套，限时抢

购！”
类似于此的短信，手机号码显示大多为浙江杭州、湖南

湘潭、广东汕尾等地，其中也有一些外地的固定电话号码。

令他气愤的是，有时是在凌晨和午休的时候，手机铃声
会突然响起，发来的卖房短信打扰了他的美梦。

以前都是一些不知名的小项目，现在不断有大楼盘加
入进来，有的还是本土、全国知名房企，量是越来越多，信息
内容无外乎就是一些开盘或者一些介绍价格、户型之类。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也向通信运营商投诉过，得到的
办法却只有单条屏蔽，“可是发短信的号码每天都不停地
换，即便是同一个楼盘，号码也都不一样，真希望有关部门
能够正视这个问题，彻底解决这些垃圾短信，还市民一个绿
色健康的信息通道，不要让这些垃圾信息再扰民了”。

“发这类促销短信，年底比前几个月多，今年比前两年
多，这跟现在房地产的生存环境有关。”一位不愿具名的业
内人士这样说道，“由于短信营销成本低，一条短信5分钱左
右，有的项目特别青睐这种方式，一发就是数万条。”

短信铃声响不停
看了没用，不看怕误事

“手机常常接收到
卖房短信，数量还呈上
升趋势，关键是短信内
容很多都不真实，那些
低价信息大部分都是噱
头，让人受骗。”近段时
间，不少市民致电本报
抱怨说。

今年楼市遭遇前所
未有的严厉调控举措，
市场低迷，销量锐减，不
少房企为了促进销售，
纷纷加入“短信大军”，
通过群发，让更多市民
快速接收到楼盘信息。
殊不知，这种未取得收
信人同意擅自发出的信
息，对人们的生活造成
了较大影响，在美国、英
国等发达国家均将此作
为违法行为，违规者将
受到较为严厉的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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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房短信广告频发，市民不堪其扰

促销内容水分大
0首付、秒杀价，大多是噱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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