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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守坤

  “我妻子是做销售的，每个月都会出差，最近回

信息特别慢。我怀疑她外面有人了，想调查下。”

  “我们可以进行跟踪，每天汇报行程，包括见

了什么人、做了哪些事，也可以拍摄亲密照片或

者进酒店的照片。一个月5万元，保证不会泄露您

和对方的隐私，更不会让对方知道。”

  “怎么跟踪，拍摄？”

  “具体做法包括安装车辆定位器、在非公共

空间拍照、隐秘安装摄像头等……”

  这是《法治日报》记者近日假借委托人身份，

与一家显示地址在河北的“侦探调查公司”业务

员的对话。

  记者调查发现，当前，一些以侦探、调查为名

的机构在网上很活跃，宣称“拥有大量高科技工

具”，可以为客户提供“行踪调查”“婚外情调查取

证”等服务，其中掺杂着不少侵犯他人隐私的违

法行为及真假难辨的骗局。

  多位受访专家指出，私家侦探吃的是“信息

饭”，而这碗“信息饭”很容易涉及他人的个人信

息权、隐私权。由于缺乏必要的标准和规范，很多

私家侦探游走在法律的边缘地带，甚至踏入法律

禁区，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建议完善相关法律

法规，明确接受委托或者协助开展证据调查收集

行为的合法性边界，不能让“私家侦探”成为“侵

权侦探”。

私家侦探人数不少

承接各类调查事项

  提起私家侦探，很多人脑海中的第一印象可

能是：他们略带神秘感，深色风衣，棕色毡帽，口

袋里装着微型照相机。

  私家侦探戴朋俊的形象与这些印象不太相

符：他身材中等，不胖也不瘦，戴着一副眼镜，十

分干练；如果拿起公文包，人群中的他就是一个

不起眼的普通上班族。

  2003年，戴朋俊进入这一行业，主要处理婚姻

出轨方面的问题，平均每年会收到近千次咨询。

  私家侦探到底是如何开展工作的？

  戴朋俊告诉记者：调查前，他会对环境进行

预判，准备不同的应对方案和相应的服装道具，

衣服一般以黑、灰、白为主，鲜艳花哨的衣服容易

引起注意，要尽量避免。关于出行，如果距离近，

就自己开车；如果远就乘坐飞机、高铁，到地方后

再租车；有时也会买辆摩托车或者电动车（有的

委托人会提供），工作结束后再卖掉。

  “利用窃照设备拍照、安装定位器、调取个人

信息等是法律所不允许的，所以我们的拍摄设备

都是民用的，能在商场买到。”戴朋俊说，从事这

一行多由师傅带，传授一些跟踪和偷拍小技巧、

伪装打扮方法、与陌生人沟通交流的方法等。 

  据戴朋俊介绍，私家侦探的业务，不只有“抓

小三”等婚姻问题，还包括助力法院拘传“老赖”、

收集民商事纠纷线索等。

  “比如找‘老赖’，法院执行毕竟人力精力有

限，这时候就有申请执行人找到我们，希望帮其

查到‘老赖’行踪，我们就会通过和周围邻居聊

天、蹲守等方式，确定对方是在家还是在其他地

方。好几次我们提供了相关线索，为法院成功拘

传‘老赖’提供了帮助。”戴朋俊说。

  张海涛于2008年从事调查工作，在外人眼中，

他也是一名私家侦探，不过他并不希望别人这么

称呼，因为“我国并不承认私家侦探这一职业，而

且我从事的对公业务比较多，可以把我们称作民

间调查师”。

  记者注意到，张海涛的公司注册信息上写着

商务咨询，主营业务是知识产权维权的调查取

证、民商事纠纷线索收集、婚姻家事等。

  据接受记者采访的私家侦探估计，全国从事

私家侦探的人数至少几千至上万人，其中包括团

队和以个人形式开展调查的“游击队”。曾有报道

称，保守估计国内私家侦探所数量已经达到3700

多家，从业人员2万多人。

行业存在多种乱象

一些侦探突破底线

  “事实上，成为一名私家侦探，要学习的东西

太多了。一般至少要学5年才能成才，100个学习者

里面也就剩下一两个了。”戴朋俊说。

  不过记者调查发现，由于私家侦探的市场需

求旺盛，盈利空间大，有不少人在网上打着“私家

侦探”的名号，从事侵犯他人隐私的违法行为，目

前市场上私家侦探真假难辨。

  记者以“私家侦探”为关键词在网上检索，出

现了多家“侦探调查公司”，其中不乏一些“突破

底线”的私家侦探。

  输入网站上留下的私家侦探社交账号，再根

据其“请+QQ×××”的个性签名输入QQ号码，对

方头像显示请加另一个QQ号码，辗转几次后，记

者终于加上一个网名为“技术员”的私家侦探。

  “您好，可以查对方社交账号聊天记录和之

前的行程吗？”

  “只要有对方手机号码都可以查，只用花600

元，我们会帮你在你的手机上安装一个软件，包

括开房记录、行车记录都能查到。如果对方开房，

上面会有酒店定位，我们也能拿到酒店监控和视

频证据。”

  “开房照片也只需要600元？”

  “是的，只要您购买了软件，你想要的信息上

面都能查到。”

  在另一家名为“××私家侦探社”，记者从客

服处获得一份详细的可调查项目明细表：600元，

提供姓名、性别、户籍省份、年龄，可查符合条件

的身份证号码和头像；2300元，提供身份证号码，

可查全国5年内开房记录，带酒店名称，开退房时

间，3800元可查同住宿记录；3000元，提供身份证

号码，可查飞机火车记录、出入境记录、名下房产

车辆、婚姻状况等14项记录；8500元，可提取对方

社交账号上的好友，或提取对方手机通讯录好

友。此外，人际关系调查、外卖网购收货地址、手

机实时定位等，都可以付费查询。

  记者注意到，虽然网上能检索到很多名为

“××侦探调查”的公司，但这些公司均未显示备

案信息和工商注册信息。而根据我国《互联网信

息服务管理办法》，从事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

应当申请办理互联网信息服务增值电信业务许

可证，即ICP备案和许可。并且，在天眼查、企查查

等App上，目前全国范围内没有一家名为“××侦

探”“××侦探事务所”的公司。

  “目前私家侦探行业鱼龙混杂，有些人会用

违法手段偷拍和窃取他人信息，还有些人打着侦

探的幌子在骗钱。”一名在山东青岛从业20多年

的私家侦探对记者说。

  据该侦探介绍，那些骗钱的人往往不愿见

面，不会透露公司座机和办公地址，无论做什么

都是先付保证金再办事，而且收费偏低。“我之前

有客户就被这样骗过，骗子前期承诺不成功不收

费，过几天说找到证据了，发个文件你打不开，然

后他说有密码，需要打保证金，见面可以退，结果

钱交了对方就失联了。正规公司不会这么干，都

是当面结案。” 

  戴朋俊也告诉记者，近年来私家侦探行业存在

不少乱象：有些私家侦探是假借侦探名义，实施诈

骗的骗子；有些想一夜暴富，不惜铤而走险；有些只

要给钱，什么都敢做；还有些直接贩卖个人信息等。

自称侦探并不违法

具体行为不能越界

  实际上早在1993年，公安部就曾发布《关于禁

止开设“私人侦探所”性质的民间机构的通知》。

原国家工商总局也曾明确指出，严禁私人开办侦

探业务，市场监管部门至今未批准过以“私人侦

探”作为经营范围的企业注册登记。

  “目前所禁止的是以私家侦探名义进行的登

记注册行为，并未明确禁止当事人委托其他个人

或者组织从事协助证据调查活动。”北京交通大

学法学院教授陶杨说。

  在陶杨看来，私家侦探所从事的接受当事人

委托协助开展证据调查工作，在司法实践中有时

也很有必要。在一些刑事案件的控告或者报案初

期以及刑事自诉和民事诉讼案件中，均需要当事

人自己履行一定的举证责任，但是当事人取证能

力与精力有限，便通过委托一些从事证据调查的

个人或者机构协助查找、收集、固定证据，这种行

为并未被法律法规所禁止。

  北京安理（杭州）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徐霄燕

说，从合法性来讲，就私家侦探这一称呼本身而

言，虽然没有法律明确赋予其主体身份，但也没

有禁止这一称呼。作为一种民事行为，法无禁止

即可为，因此自称私家侦探并不违法。至于其行

为是否违法，则要视其行为内容和实质来定。

  “在我国，由于法律没有赋予私家侦探主体

身份，所以也就没有相应的职能。私家侦探的权

限，也就仅限于普通公民的合法知情权范畴。”徐

霄燕说，目前之所以大家一说私家侦探，大多认

为其不合法，主要原因是很多自称私家侦探的机

构或个人，在业务宣传、调查手段、信息使用等方

面，普遍存在违法行为。比如在业务宣传方面，为

了招揽业务，往往会夸大其调查能力，这就涉嫌

虚假宣传，严重的甚至会构成诈骗；在调查手段

上，一些私家侦探会采用跟踪、偷拍、窃听甚至侵

入住宅等方式获取被调查对象行踪及相关证据，

有的会通过窃取、贿买等手段获取调查对象的个

人信息，这些都是侵犯他人隐私权的行为，为法

律所禁止；在信息的使用上，有些私家侦探如故

意散播，则构成侵犯他人隐私，若用于要挟被调

查者，则可能构成敲诈勒索。

  那么，私家侦探取得的证据是否具有法律

效力？

  陶杨认为，私家侦探虽然处于法律上的灰色

地带，但其获取的证据也并非当然不具备证据效

力。如果从事的是民事调查活动，根据民事诉讼

法解释的规定，如果仅仅是一般性的调查，并未

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

者以严重违背公序良俗的方法形成、获取的证

据，也可以作为定案根据，具有一定的法律效果。

  “但因为私家侦探行业仍处于灰色地带，不

建议当事人聘请私家侦探，而是可以通过律师或

者向法院申请调取证据的形式来进行证据调查

搜集。”陶杨提醒道。

  记者采访了解到，为了“避免麻烦”，私家侦

探和委托人之间往往不存在纸质的委托合同，一

般是口头协议后提前支付定金，委托完成后再支

付剩余的钱。对于这样的委托，法律是否承认？

  在陶杨看来，委托无论是否有书面协议，其

效力主要还是看委托的事项，如果委托的事项违

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违背公序良俗，应当

无效。但实践中，有些私家侦探从事的接受委托

开展调查活动主要还是打一些擦边球，如果是不

侵犯其他公民合法权益的一般性证据调查活动，

还是要遵从意思自治原则，认定为有效。

完善立法整治乱象

加强监管明确边界

  多名受访的业内人士提出，目前我国尚无法

律确立“私家侦探”的法律地位，但该行业的市场

需求较大，希望能够尽快建立和完善相关法律法

规，加强行业规制。

  陕西许小平律师事务所律师刘霄峰说：“在

相关从业机构和个人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所实

施的行为事实上都涉及非法获取公民信息和企业

的商业秘密。实践中还存在相当数量的非法从业

者，在获取相关信息后，对被调查者直接进行敲诈

勒索，甚至返回头敲诈委托人。还有网络上以民间

调查为名，宣称能够获取他人社交账号聊天记

录、银行流水等信息，骗取定金和预付款，而受骗

者因为担心不光彩，往往也不愿报警。这些乱象，

都亟待市场监督、公安等部门依法予以整治。”

  在刘霄峰看来，对于依法登记，通过市场走

访、网络大数据分析、问卷调查等合法形式结合

专业分析，为委托人提供信息的企业，可以为社

会经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应当进一步出台相关

政策和法规予以支持。

  “目前确实有一些公司以‘咨询’名义在开展

类似的证据调查工作，但一直以来也处于灰色地

带，其合法性一直备受争议，或者说根本未被许

可。特别是在个人信息保护法出台以后，类似行

为违法的法律风险更高。当然由于在民事案件和

刑事自诉案件中，当事人证据调查搜集手段和能

力不足，委托或者依赖私家侦探进行类似的调查

工作，以帮助其搜集及固定证据的市场需求较

大，建议下一步应从国家法律层面予以明确。”陶

杨说。

  他同时提出，目前仅是公安部的通知予以明

确禁止开设私人侦探所，客观上其法律效力位阶

较低，并不足以达到规制该产业的目的，对此应

当从行为的角度来明确规制，即明确接受委托或

者协助开展证据调查搜集行为的合法性边界，明

确哪些行为可以委托开展证据调查搜集活动，相

关的证据调查搜集活动应当遵守的行为准则等。

  对于如何在夹缝中生存，张海涛和戴朋俊在

长期实战中积累了不少经验，其中最关键的一点

就是要懂法。

  张海涛自学了很多法律方面的知识，对于客

户要求其偷拍伴侣和其他人开房照片的要求，他

会明确告知对方“法律不允许这样做”，再由客户

自行决定是否委托。

  “很多客户都会想查一些敏感信息，包括通

话记录、聊天内容、开房、户籍资料等，有些想在

别人房间里装摄像头，有些更是直接说想报复

谁。对于这些委托，我们都直接拒绝，并向客户解

释清楚为什么拒绝，因为涉嫌违法。”戴朋俊说。

漫画/高岳  

□ 本报记者  黄 辉

□ 本报通讯员 熊铭沛

　　

　　不法分子为发横财，竟动起歪脑筋，在网上

寻找领导干部的头像并PS裸照，以此敲诈勒索。

近日，江西省永新县公安局破获一起利用PS合

成技术制作不雅照片敲诈勒索案，抓获犯罪嫌

疑人4名。

　　“这些信封均为手写，字迹一样，而且没有寄

件人……”今年5月初，永新县公安局刑侦大队接

到县邮政工作人员报案，称有人通过PS合成技术

制作不雅照片，然后通过信件或短信方式发送给

公职人员，以散播、举报、告知亲友等手段相要

挟，对公职人员进行敲诈勒索。

　　与不雅照片一同寄走的还有一封“恐吓信”，

信中内容大致称，“我是一名业余侦探，发现了你

的作风不正问题，请转账汇款18万元了事”，并附

上了社交账号。

　　接报后，永新警方迅速展开案件分析，很快

就锁定了犯罪嫌疑人的行踪，并在主犯陈某等

人藏匿地点蹲点布控 ，先后抓获4名犯罪嫌

疑人。

　　经查，2023年2月，肖某邀请陈某到家中吃饭。

饭后闲聊中，陈某称自己找到了一个“挣大钱”的

方法——— 通过PS各地公务员和企业领导的不雅

照片并制作敲诈勒索信，从而达到向对方勒索钱

财的目的。

　　手头拮据的肖某听后怦然心动，于是双方开

始行动，并作了明确“分工”：肖某负责搜集信息，

在各大新闻网站寻找当地党政机关领导的照片

以及私人信息；陈某负责将肖某搜集来的照片PS

“换头”，将其头像拼接在不雅照片上。

　　由于投递信件任务“繁重”，两人又叫上了杨

某与陈某阳，并允诺事成后给予报酬。

　　5月4日至5日，陈某伙同陈某阳开启了第一

次“敲诈信件”投递之旅：湖南茶陵县-江西莲花

县-永新县-安福县，共投递400多封敲诈勒索

信件。

　　5月8日至9日，杨某伙同陈某阳开启了第

二次“敲诈信件”投递之旅：湖南永州-广西全

州县-兴安县，共投递400多封敲诈勒索信件。

投递完信件后，杨某等人开始着手学习“忽悠”

话术。

　　警方查明，该团伙4人先后跨三省投递“敲诈

信件”共计900多封，涉及敲诈勒索金额达1.6亿余

元。至案发时，未收到一分钱转账汇款。

　　目前，4名犯罪嫌疑人均被永新县公安局依

法刑事拘留，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中。

莫让“私家侦探”成了“侵权侦探”
私家侦探从业现状调查

PS不雅照投递敲诈勒索信件900多封

江西永新警方打掉一“业余侦探”团伙

□ 本报记者  余东明

□ 本报实习生 张若琂

  “有时候我们遇到的线索，微若

无物，但在显微镜和红外光谱仪等

仪器下，即便只是单根纤维，也难逃

其‘火眼金睛’。”近日，司法鉴定人

孙其然向《法治日报》记者透露了她

发现证据、帮助警方侦破案件的秘

密武器。

  在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以

下简称司鉴院）的文痕和微量物

证鉴定研究室，孙其然长期在各

种检测仪器旁专心致志地操作，

在那些量小体微的检材中寻找破

案的线索。

  “我们的工作性质比较特殊，基

本都是在实验室进行。领导以前经

常跟我们说，做微量物证鉴定，要坐

得住，耐得住寂寞。”孙其然说。

  经过11年的锻炼，经手的案子

成百上千，孙其然成了一名物证高级

工程师。“我们的检验结果往往是案

件定性的关键。”她回忆起2020年发

生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的那起

交通肇事逃逸案件。

  2020年5月27日23时28分，夜深

人静，一辆装载有岩棉彩钢板的东

风牌重型栏板货车行驶在327连固

线1613公里634米路段……

  第二天早上6时20分许，警方接

到群众报案，称该路段发现一具男

尸，疑似因交通事故身亡，但现场并

没有肇事车辆，更没有犯罪嫌疑人

的影子。

  此后，警方虽然迅速锁定一辆

嫌疑车，并一路布控，在邻镇某施工

现场找到了这辆车，但由于案发现

场没有监控，也没有目击证人，如何

确认犯罪事实和犯罪嫌疑人成了棘

手的难题。

  警方经过现场勘查，在嫌疑车

辆的车厢内提取到一块3厘米长、2

厘米宽的小布条，并希望在这块小

布条上寻找到破案的关键证据。

  事发紧急，命案必破。5月29日，

也就是案发第三天，警方带着布条

和一件死者的黑色夹克来到司鉴院

寻求帮助，孙其然接手了这一案件。

  “在交通肇事逃逸案件中，做微量物证鉴定是必须的。”多

年的工作经验让孙其然明白这起案件的重要性，也知道给自

己的时间不多，她很快投入工作。

  对夹克和小布条进行拍照并编号，是孙其然工作的第一

步。就在这个过程中，她注意到，警方提供的小布条明显是一

件衣服的衬里，由棕色与蓝色纱线交织而成，上面还用蓝色纱

线绣了字母，另一面有白色的絮状物，似乎是衬里内部的填

充棉。

  她又仔细检查了夹克衬里，果然在其右侧部分发现了一

个破洞。“然而夹克和小布条上都没有发现血迹或其他与案件

相关的证据，两者之间到底有何关联？只有经过微量物证鉴定

才能最终确定。”

  孙其然剪下了夹克衬里和布条差不多大小的一小块布，

拿来作为比对样本。“先要把衬里和填充棉两个材质归并同类

项，然后分别检验它们各自的形态，最后还要分析它们的纤维

组成是否一致。”孙其然短短几句话，就向记者描述了微量物

证鉴定的全过程。

  于是她先将白色絮状物和布料分开，再把布料上蓝色、棕

色交织的经线和纬线分开，用生物显微镜分别对它们的形态

进行检验，在确定了布料上经纬线都是同一形态的纱线后，她

分别比对了检材和样本夹克中无色、蓝色和棕色三组纤维的

形态，确认不同颜色纤维的形态分别对应一致，她开始分析单

根纤维的成分。

  红外光谱仪是不可或缺的成分检测仪器。通过检验，她发

现检材布条和样本布条中棕色、蓝色纤维都是聚酯纤维，无色

的填充纤维是棉纤维。

  不过和生物显微镜不同的是，红外光谱仪无法比较检材

与样本纤维的颜色成分。也就是说，尽管三组不同颜色纤维的

形态、成分都对应一致，外观颜色相近，但纤维的色料成分是

否真的一致？如果无法确认检材与样本纤维的颜色一致，鉴定

结果便不能认定两者是同种类纤维。

  于是她采用激光显微拉曼光谱仪对蓝色纤维和棕色纤维

分别进行色料对比，发现检材与样本纤维色料的拉曼光谱对

应一致。至此，嫌疑车辆上提取的布条与死者夹克上布条的纤

维形态、组成、成分和颜色完全一致，孙其然就此给出结论：夹

克衬里和小布条属于同一材质，也就是说嫌疑车辆上提取的

小布条就是从案发现场死者所穿的夹克衬里上钩拉出来的。

一周后，警方根据鉴定结果，确定了肇事车辆和肇事驾驶员

李某。

  “有色纤维的鉴定一直是微量物证鉴定中的难点。以前的

分光光度法检测纤维颜色，检测结果受很多因素干扰，比如光

源的角度、纤维的扭曲程度、是否受污染等，这些都会影响鉴

定结果。”孙其然告诉记者，“我们团队经过实践探索和科研总

结，应用激光显微拉曼光谱仪，针对有色纤维的鉴定难题找出

了解决方案，在技术成熟之后向司法部提交报告，推动建立了

相关的部颁技术规范‘单根纤维的比对检验——— 激光显微拉

曼光谱法’。”

  “你们的探索得到行业的认可，是不是觉得特别自豪？”记

者问。

  “我们除了检案鉴定之外，一直也在探索法庭科学的空白

领域，研制科学鉴定的新技术，‘以科学捍卫公正’，这是司鉴

院人的使命。”孙其然回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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