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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追踪
XIANDAIJINBAO

■95骚扰电话系列调查

及时举报、报警求助、设法屏蔽

遇到骚扰电话 你可这样做
昨天本报报道《95开头骚扰电话 比“前辈们”更疯狂》在读者中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不少读者纷纷致电本报，诉说被骚扰

之苦。
方先生一直注重于消费打假，他告诉记者，在百度上输入关键词“呼叫中心”，累计超过2000万条信息。其中首屏全部被

各大呼叫公司广告位占满。这类公司均在广告中称：“优质线路、通话质量好、批量高效处理营销业务……”相关部门只要稍
微用点心，就可以对这些有害信息进行识别，然后再精准治理，而不是让老百姓自己去防范。

□记者 边城雨

省通信管理局

通信自由和秘密受法律保护
整治手段以投诉举报为主

“主要是缺乏法律依据，第一是法律上没有定义，
什么叫骚扰电话，这个大家都说不清楚；第二是处置
的法律依据也没有。打50次电话是不是异常？或者说
打100次电话是不是异常？法律上是空缺的。”一名电
信资深从业人员告诉记者，特别是这种95号段不在
宁波开户，在处置上更没有手段。

浙江省通信管理局信息通信管理相关工作人
员表示，理论上能够开展呼叫通讯业务的公司，均
是持有相关证照的正规公司。按照规定，目前多部
门治理骚扰电话，行业部门管源头，通信部门管渠
道，执法部门管执法。重点整治一类是商业营销类，
一类是恶意骚扰，一类是诈骗类。

“通信管理部门主要管基础电信企业，一方面要
求他们接用户时候要真实核实身份，另一方面要与
用户签订合同和协议，约定使用合法合规，此外，针
对外呼中心也有三个原则，第一是外呼来源要正规，
第二是需要征得外呼对象同意，第三是外呼时间段
需要正常。如果一旦违反上述规定，监管部门可以采
取约谈，约谈无效后通过运营商和协议以违约处理
终止服务。”

她还透露，目前监管的难度在于“通信自由和通
信秘密受法律保护”，这意味着如果不是集中投诉，
监管部门难以判断双方通话内容到底是怎样的，以
至于目前整治手段是投诉举报为主，技术手段为辅。

江北区政协委员、浙江正清和律师事务所主任
律师谢银忠告诉记者，虽然我国目前没有有关骚扰
电话的专门法律法规，但相关的法律依据还是不少。

比如《广告法》第43条规定：任何单位或者
个人未经当事人同意或者请求，不得向其住宅、
交通工具等发送广告，也不得以电子信息方式向
其发送广告。又比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
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第7条规定：任何组织和
个人未经电子信息接收者同意或者请求，或者电
子信息接收者明确表示拒绝的，不得向其固定电
话、移动电话或者个人电子邮箱发送商业性电子

信息，并且规定了警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吊
销、关闭等处罚措施。但这些法规操作性不强、
取证难等，同时违法成本低，所以没有起到更好
的震慑作用。

谢银忠还认为，除了广告法之外，打击骚扰
电话还有别的法律可以制约这种行为。例如，获
取公民个人号码的手段是非法的，已涉嫌侵犯公
民个人信息犯罪，受害者可以向公安机关举报，
公安机关会依法立案侦查。深受骚扰电话之害的
市民也可到公安机报案，请公安机关出手惩治此
类违法行为。

律师说法

相关的法律依据不少 情节严重可向警方报案

谢银忠认为，骚扰电话已经成为社会公害。作
为运营商应积极承担企业责任，在得到合法授权
的前提下，定期检查和监控数据内容，及时清理有
问题的电话号码，为执法部门提供有效证据。而作
为主管部门，通信管理局更应该积极作为。只有改
变当下各自为战的情况，才有可能彻底扭转骚扰
电话肆虐的局面。

同时，要加强对95号段的骚扰诈骗监管，可
充分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算法等互联网监管技
术，建立预警熔断机制，对于频繁使用录音方式呼

出的号段进行限制，对于将号段违法分租给他人
的企业纳入失信名单，从源头规范企业行为。

普通用户怎样做才能减少被骚扰甚至被损
害？宁波电信一名技术人员建议，接到骚扰电话首
先可以及时举报。其次，可以考虑采用相关技术和
服务加以屏蔽。目前市场上不少智能手机已有标
记及识别功能，一定程度上可以提示部分可疑电
话；同时用户可通过下载安全软件，来对骚扰电话
进行拦截；还可致电运营商开通防骚扰来电号码
提醒。

各方建议

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 建立预警熔断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