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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付垃圾短信，一些发达国家已经有了相对成熟的
策略。

比如，英国政府专门立法，将兜售产品的垃圾短信
视为一种犯罪行为，按照这些法规，商业公司在使用个
人信息，比如说像电子邮件地址或者手机号码之前必须
要得到允许，一旦违规散播在地方法庭最高可能被罚款
5000英镑，也就是合人民币5万元。在有陪审团出席的
情况下，罚款额度可能是没有限制的。

此外，英国还设立了一些机构，比如说电话信息
服务标准监察委员会，最高通话费监管委员会等，专
门对利用手机信息进行非法活动的公司和个人进行
监控，在一个名叫“投诉”的网站上人们可以对散播垃
圾短信的公司和个人进行举报，而网站也会定期对垃

圾短信按照危害程度进行列表，来警告人们不要上当
受骗。

日本移动通信运营商则花费巨资引进新技术和新
设备，为了就是减少垃圾短信的数量。比如日本最大的
移动通信运营商DoCoMo公司，曾经动用270亿日元资
金，DoCoMo公司的手机用户从2004年就开始可以自动
屏蔽那些一天内发送量超过200次的短信，用户还可以
采用自行在手机上设定短信地址的技术从而发信人无
法按照电话号码向手机发送短信，手机还可以拒收短信
并且会限制手机每日发送短信的数量。

此外，日本政府也通过立法加强对手机短信的管
理，政府主管部门还成立了垃圾邮件应对方法研究会，
经常向手机用户公布防止垃圾短信的技术和方法。

收集贩卖个人信息、售房内容吹嘘夸大

肃清垃圾短信
立法、自律不可缺一

“今年开始，有许多房产公司的推销员打我电话，问我
要不要投资商铺，要不要购置一套房子。”有网友发帖表示，

“我有时候问那些人，我们的号码属于个人隐私，你们是怎
么知道的。有的说从别的客户那里拿的，有的说上面领导
发下来的，有的说这只是工作，我们也不清楚，更不可思议
的是湖南、福建的号码发房地产卖房短信来。”

市民刘女士有些不耐烦地说，“现在每天，我不仅能接
收到房地产销售、学习班培训等短信，还会有股票、黄金等
理财公司致电询问。”

为了能够对兜售房子的短信进行了解，记者在网络上
搜索“郑州 短信群发”，跳出数十个网页，随后记者以房地
产公司工作人员的名义致电一家可以下载短信群发软件的
机构。

该机构工作人员表示，“可以先下载我们的软件，用支
付宝就可以充值，1000条起发，每条约5分钱。”

“目前，我这里没有太多的资源，不知道发给谁，怎么
办？”记者询问道。

“没关系，我们公司有上百万条客户资源，能够满足
宣传的效果。”该工作人员介绍说，“客户相对精准，现在
很多行业都用我们的软件进行宣传，你们平时收到的短
信基本都是在我们这里做，显示都会是外地或者固定电
话号码。”

那么，客户资源从何而来？
“有我们积累的，也有包括花钱买的，还有合作商提供

的。”该工作人员表示。
其实，类似个人信息和手机号码外泄的事情早有报

道。一些市民在外出办事时，如今都要实名登记信息，比如
去楼盘看房、银行办理业务、去宾馆住宿、办理相关卡片、入
VIP会等，这就让一些人有机可乘，难以杜绝这些信息被售
卖给第三方，从而集结成庞大的资源库。

有不愿具名的专家表示，目前已经形成了相对完整的
垃圾短信产业链：搜集倒卖用户信息、编写群发广告信息、
研制购买短信群发设备及软件，最终通过通信端口发送。

虽然大多数手机用户对垃圾短信感到无奈，但是即便
只看一眼就马上删除，那些垃圾短信的“广告”效果就已经
达到了。

在利润的驱动下，垃圾短信业务就越来越庞大，而最终
手机用户，则成为这一产业链的受害者。

这些垃圾短信能不能整治或者根除？
河南移动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目前还正在治理，

只要是未经用户同意就发送，用户又不想接收的都可以视
为垃圾短信，现在一般收到的多是其他运营商的信息。”

随后，记者致电中国移动客服10086，其客服人员表示，
“我们目前无法从源头上遏制，只能是客户收到垃圾短信
后进行举报，将垃圾短信发送者的号码置于垃圾短信内容
前面，并用星号隔开，然后转发至 10086999，随后中国移动
会向用户回复一条短信，表示已收到举报的不良信息，会做
出相应处理。”

对于这样的现象，联通客服工作人员表示，“可以通过
发送 pbyw到 10655132申请屏蔽联通在信业务的功能。屏

蔽所有联通在信业务后，将无法接收所有短信，含 106开头
的所有信息和公益信息（如：1230、10010等下发的短信提
示）。”

而如果这样操作，一些有益的生活信息也会被“挡在门
外”。

且单凭手机用户个人通过以上方式进行屏蔽，恐怕并
不能阻隔垃圾短信的猖狂生存之路。还需要相应的部门进
行监管，强制性要求运营商阻隔群发广告短信。

用户的通信自由和隐私应受到保护，但一次发送几
万条甚至几十万、几百万条的信息，就属于非个人信息，
监管部门应规定将这类信息交送审查通过后，才可实名
发布。

除了监管得力，当前治理垃圾短信以及对其内容进行
核实，则需要明确立法和严格执法，才能实现有效治理。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符启林曾建议，“比如在广告法中进
一步明确对广告的定义、类广告信息的发布、散布垃圾信息
的认定等问题的规定，增加垃圾短信惩治内容；在个人隐私
保护法中进一步明确公民在电信服务中应享有的权利；对
于一些严重侵害公民个人信息安全与隐私权，并造成重大
损失的行为，有必要通过刑法来惩处。”

个人信息泄露，集结成庞大的资源被售卖

记者发现，市民们一方面要忍受每天10余条垃圾短信的骚扰，一方
面则在疑惑自己的号码如何被泄露出去。相关部门究竟该采取怎样的
举措，才能还老百姓一个安全、清净的通信空间？

晚报记者 王亚平

垃圾短信漫天飞，
是社会责任感的缺失

从当前现状看，无论从立
法还是技术上，都不足以根除
垃圾短信频发这一现象，究其
背后原因，则是运营商、广告
主、信息贩卖者等多个主体社
会责任感的缺失。比如，运营
商在收取服务费用的同时，就
有保护用户的信息安全与隐私
的义务，而垃圾短信都必须通
过运营商提供的短信网络平台
这一环节，才能最终到达手机
终端用户。

在房地产营销短信中，不
乏夸大吹嘘之词，对行情了解
不够深入的消费者又往往凭
借信息内容进行决断，难免上
当受骗。曾有消费者以发送
垃圾短信侵权为由将某国内
知名房企送上法庭。

由此可见，通过技术和立
法来治理垃圾短信的问题固
然重要，除此之外，更需要相
关部门把维护用户的利益放
在首位，肩负起应有的社会责
任感，行为自律，保障大家的
信息安全。

晚报记者 王亚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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