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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调查赖某某一案
时， 有些委托人对事情讳莫
如深、避之不及。有的委托人
家庭条件优越， 从事体面工
作， 不愿告诉别人自己找过

“私家侦探”， 尤其如果牵涉
到配偶出轨， 更认为家丑不
可外扬。 而且委托人难免有
所顾虑：“私家侦探” 被抓面
临吃官司， 那自己会不会受
牵连？

从新吴区检察院了解到，
已核实到的委托人是调查配
偶行踪， 从具体情形来看不
会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婚
姻法》 明确规定了夫妻之间
有忠实的义务， 不允许有配
偶者与他人同居、重婚、婚外
情等不符合公序良俗的行
为。 因此在情感忠诚问题中，
当夫妻知情权和隐私权发生
冲突时， 于情于法应优先保

护夫妻一方的知情权。不过夫
妻一方行使知情权也要适度，
如果过当还是会侵犯隐私权，
而且这种夫妻知情权是不能
延伸给“私家侦探”等第三人
行使的。

江苏法舟律师事务所律
师王强表示， 取证必须合法，
如果是用侵犯他人权利的方
式获得的证据，在诉讼中是不
会被认可的。对于遇到婚恋纠
纷的人，王强建议他们咨询律
师。 律师有调查取证权，也可
以指导当事人通过合法的方
式收集微信记录、通话记录等
部分证据。 收集到证据之后，
还可通过公证处公证的方式，
固定证据合法性和真实性。对
于当事人或律师也无法调取
的隐秘证据，在诉讼中可根据
线索向法院申请调查令。

（晚报记者 念楼）

提起“私家侦探”，很多人会联想起福尔摩斯
之类的人物，他们才华横溢、有勇有谋，采用秘密
手段调查取证，将坏人绳之以法。然而国内现实中
的调查市场乱象丛生，一些所谓的“私家侦探”干
着跟踪、偷拍之类的勾当。 昨天，无锡地区破获的
首例“私家侦探”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开庭审理。

用用定定位位器器帮帮人人调调查查婚婚外外情情
无锡首例“私家侦探”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昨开庭

今年 3月，市公安局网安部门发现，有人
通过网络、街头小广告招揽生意，称能帮忙做
婚恋调查、市场调查。而且此人利用定位器帮
人调查婚外情，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于是
网警将线索交给新吴警方作进一步调查。

民警侦查发现，30 多岁的男子赖某某
有重大嫌疑。 赖某某在市区经营一家市场
调查工作室，他有前科劣迹，其中 6 年前曾
因偷拍他人隐私， 受到过宜兴警方的行政
处罚。 这次他接受调查业务，而且拥有的技

术似乎更先进了， 竟能帮别人查到指定对
象的行踪轨迹。 警方根据掌握的证据将赖
某某抓获， 当时他正为委托人跟踪一辆宝
马车的轨迹，随后在车辆底盘上，民警查到
了一个定位器。

宝马车上的定位器， 正是赖某某偷偷
装上去的。 定位器外形上看起来是一个小
黑盒子，与赖某某手机实时连接，车主一般
很难发现。 从赖某某的工作室、家里等处，
警方共查获 5 套定位器。

找赖某某调查的委托人， 多数是因婚
恋感情上的烦恼而来： 有男方怀疑女友劈
腿，委托调查女友是否交了其他男友；有妻
子发现丈夫在外面生了小孩， 想要查个水
落石出； 有妻子怀疑丈夫借口出差带着情
人出去玩，要求跟到外地去核实；有人想获
取证据，离婚时分割到更多财产；有人想掌
握配偶动向， 挽救出现危机的婚姻……赖
某某根据委托人提供的信息， 在调查对象
的车上安装定位器， 一旦车辆行踪与委托
人反映的情况不一致， 比如委托人得到的
消息是配偶去上班，车子却去了别处，赖某
某就开始行动， 并把现场拍摄的图片视频
等内容传给委托人。

昨天和赖某某一起站上被告席的，还
有他的助手王某某。 赖某某有时忙不过来，
便找王某某当临时工， 按日薪 100 元和他
结算，让王某某帮忙安装拆取定位器、跟踪
拍摄等。

根据新吴区检察院的起诉， 赖某某侵
犯公民个人信息， 从 3 月下旬到 4 月间共
作案 3 起，违法所得 5 万多元。 其中王某某
涉及 2 起，虽然他个人获利少，但属于共同
犯罪。 检察官表示，行踪轨迹是受重点保护
的个人信息， 赖某某和王某某未经许可授
权，利用定位器获取和提供行踪轨迹信息，
应追究刑事责任。

开庭后，新吴区法院将对此案择日宣判。

与影视和小说中私家侦探调查犯罪证
据破案不同，现在社会上的“私家侦探”，多
是打着“市场调查公司”“法律咨询公司”

“调查工作室”等名义出现，他们的一大业
务便是接受委托帮人调查婚外情。

据了解，“私家侦探” 行业没有准入门
槛，也缺乏有效监管，行业从业人员鱼龙混
杂，在经验、素质等方面参差不齐 。 一台照
相机、几部手机、一台电脑、几套定位器，一
家所谓的调查公司就此成立， 开始承接调
查业务。 赖某某只有初中文化，一些“私家
侦探” 和他一样文化水平低， 只要会跟踪
人、会操作电子设备，就匆匆“上岗”。 与此
相反，他们把价格开得很高，几天的调查往
往收费上万元。 在赖某某的案件中，他提供
给委托人 1 万多元 7 天的“套餐”，和 2 万

元 15 天的“套餐”，到外地“出差”还要额外
收费，而且他承认会看人开价，觉得对方有
钱就开价高一些，对方砍价就降些价。

采访中有法律人士指出，“私家侦探”
无序发展容易产生诸多社会问题。 个人信
息种类多样，包括行踪轨迹、住宿信息、房
产信息、通话记录、航班信息等。 有些信息
是“私家侦探”通过跟踪偷拍获取，当这些
信息超过一定数量时，“私家侦探”的行为
本身就会触犯法律。 而有些信息他们自己
查不到，就可能从网上买来，那么会带来
个人信息买卖问题 ， 造成个人信息的泄
漏。 另外，行踪轨迹等信息属于比较敏感
的信息，“私家侦探”很有可能被一些别有
用心的人所利用，还会对社会秩序带来危
害。

尽管人们对“私家侦探”
这个词并不陌生，但其实“私
家侦探” 在国内并不是一个
被认可的职业。早在 1993 年，
公安部就发过一份《关于禁
止开设“私人侦探所”性质的
民间机构的通知》，明确禁止
开办带有“私家侦探”性质的
调查公司等机构。 近年来个
人信息保护意识增强，《刑法
修正案（九）》从立法层面加
强了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
护，“私家侦探” 这一行业可
以说是游走在法律的边缘。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
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
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 非法获
取、 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
信息， 违法所得 5000 元以上
的，属于情节严重，违法所得
5 万元以上属于情节特别严
重。

在这样的环境约束下，一
些“调查公司”却生意不断，
有的“私家侦探”收入颇丰，
月赚数万元。 甚至有不法分
子看中这一行当， 在网上冒
充“私家侦探”，谎称可以调
查信息， 真有人捧着几千元
上万元去委托调查， 结果竹
篮打水一场空。 究其背后，是
社会上有些人对“私家侦探”
有需求。 一些民事诉讼或维
权纠纷中，“谁主张谁举证”
的规则使得一些人在自己无
法找到足够证据的情况下，
想要借助民间的外力来调查
取证。 不过委托人也知道，找

“私家侦探”是无法放在明面
上说的事。 加上“私家侦探”
权限、水平等方面原因，以及
事情隐秘或与猜测有出入等
因素， 委托人很可能会面临
花了重金也得不到满意答案
的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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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发 用定位器帮人调查婚外情

庭审“侦探”和助手都成被告

乱象 鱼龙混杂泄漏信息风险高

症结 需求导致“侦探”禁而不绝

探讨“侦探”被抓委托人要受罚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