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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新闻·法眼

本报讯 王某在淘宝上经营着一家海外直邮运动服饰

店，其中有某国外知名体育休闲服饰品牌。2016 年底，王某

的店铺遭到投诉。淘宝网根据对方投诉，对涉案商品做下

架处理。

王某不服，他提供了证明自己经营商品来自海外直邮

的相应证据进行申诉，淘宝网让涉事品牌的商品恢复上

架。对方再次发起投诉，并提交相关注册商标的权利证明、

品牌公司的声明及相关的鉴定报告，声称自己就是该品牌

的权利人，该品牌从未授权过王某的店铺经营，其出售衣物

为假冒商品。

鉴于一系列权利证明，淘宝网对王某的涉事商品再度下

架，并对其店铺进行降权处罚。王某的月销售额从 800 万元

降为每月仅三四百万元。王某不甘心，随即对投诉人展开调

查，结果让人大跌眼镜。投诉人江某是四川人，也是淘宝卖

家，而且卖的衣服和王某海外直邮的为同一品牌。

最离奇的是江某因网店售卖假货，已在四川当地进入司

法程序。江某所谓的“品牌授权人”是假的，公章是私刻的，授

权文书是伪造的。也就是说，卖假货的江某拿着一整套假冒

的材料冒充权利人在淘宝上投诉同品牌卖家。

王某将江某起诉到杭州铁路运输法院，索赔 800 万元。

杭州铁路运输法院和杭州互联网法院两块牌子一套人马。法

院经过调查，确认投诉人江某伪造“品牌权利人”，江某在庭审

中也承认了。法院审理后认为，江某的投诉行为不具有正当

性，王某和江某为直接竞争关系，已经导致王某及其经营的淘

宝网店遭受实际损失，故江某的恶意投诉行为构成不正当竞

争。

昨天，法院作出一审宣判：认定被告江某承担赔偿责任，

赔偿原告王某经济损失 210 万元（包括原告王某为制止侵权

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驳回原告其余诉讼请求。法官说，

这个 210 万元是根据王某店铺被投诉遭遇降级后，销售额下

滑再乘以服装普遍利润率，而算出来的王某大致的损失。

本报首席记者 肖菁 通讯员 吴巍

淘宝恶意投诉的代价有多大
昨天有人被判赔210万元

前脚买了房，立刻就接到贷款电话；车险即将到期，多家保险公司来电推销⋯⋯这样的事

相信很多人碰到过，背后就是个人信息被非法买卖。

但是，最近浙江有一起侵犯公民信息案，从各方面刷新了人们对这个黑色产业的

认识——该案非法获利金额累计达2000余万元，涉及公民个人信息2亿余条。

最可怕的是这些信息流出的源头陈某乙，曾经是某通讯运营商的部门负责人。流

出的个人信息是他从运营商数据库里获取的，分不同行业、不同地区，相当“专业”。这

些手机号码信息，通过层层下线逐渐流向全国22个省市。

这起案件被全面揭开是不容易的，从一个法律适用疑难的案件入手，到深挖线索、追诉抗诉并

移送线索给有关部门查办，整个过程充分体现了浙江检察机关深化法律监督的职责和作用。

无名手机号也是个人隐私，岂容随意买卖

2亿余条个人信息卖了2000余万元
浙江检察机关挖出一条黑色产业链
本报首席记者 肖菁 通讯员 龚婵婵/文 王璐/绘

2018 年 1 月，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收到一

份来自下级检察院的请示报告，说在办理一

起侵犯公民信息案中遇到了法律适用疑难

问题。

案情是这样的——

陈某甲是一名个人信息的“卖家”，胡某

某是“买家”，曾在陈某甲处购买30余万条台

州金融类人群的手机号码，无机主姓名。

胡某某等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件被

先行起诉。在庭审中，胡某某及其辩护人一

直强调，购买的信息只是手机号码，单单手

机号不构成公民个人信息。法院判决认为

胡某某从陈某甲处购买的该部分信息不能

识别特定的自然人身份，没有对该部分指控

予以认定。

在胡某某案件中这部分信息不认定为

公民信息，对检察机关接下来起诉陈某甲造

成了困扰。

手机号码是否属于刑法保护的公民个

人信息？陈某甲的行为是否构成侵犯公民

个人信息罪？为慎重处理全案、指导后续类

案，这个疑问就这样被请示到了省院。

当时恰逢春节临近，省人民检察院的工

作人员加班加点，审查证据、研究法条、查阅

判例。“两高司法解释以定义加列举的方式

将手机号码等通讯联系方式明确认定为公

民个人信息”、“我国已全面实行手机实名

制，手机号码与特定自然人相关联，具有专

属性和隐私性”、“涉案手机号码针对台州地

区有贷款意向的金融类人群，被用于精准营

销，更属于公民个人信息无疑”⋯⋯由此，得

出意见：涉案手机号码属于公民个人信息，

陈某甲的行为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且

情节特别严重，依法应予严惩。

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检委会讨论，一致同意

承办人意见，认为构罪，而且要求进一步查明

犯罪事实，深挖涉嫌犯罪人员。同年2月，浙

江省人民检察院发函至省公安厅，建议对陈

某甲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进一步组织侦查。

检警双方分别抽调骨干力量，成立专案组。

只有手机号码没有机主姓名，这样的买卖算不算侵犯公民信息

顺着陈某甲再往上追究，海量个人数据

泄露背后的大BOSS浮出水面。

陈某甲的胞兄陈某乙是上海某教育科技有

限公司总经理，原某通讯运营商的部门负责人。

2013年至2016年9月，陈某乙从公司数

据库获取了不同行业、不同地区的手机号码信

息提供给陈某甲，陈某甲则以每条信息1分至2

角不等的价格，通过网络出售给山东、江苏、吉

林等22个省、市的“买家”。从2015年开始，陈

某乙又指使王某帮助陈某甲从公司数据库获取

公民个人信息发送到指定邮箱。

两兄弟联手之后的获利相当惊人：累计金额

达2000余万元，涉及公民个人信息2亿余条。

专案组追诉了陈某甲胞兄陈某乙等同伙

及下线 4 人，并将 10 多名下线的犯罪证据移

送外省公安机关，同时移送有关部门查处原

司法工作人员在本案处理过程中的违法犯罪

行为。此外，还要求对胡某某等 4 人侵犯公

民个人信息案提起再审抗诉。

2018 年 9 月，经指定管辖，温岭市人民

检察院以被告人陈某甲、陈某乙等 5 人侵犯

公民信息罪，向温岭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2019 年 1 月 3 日，温岭市人民法院开庭

审理本案，庭审从上午 9 点 50 分一直持续到

晚上 7 点 10 分，公诉人与 5 名被告人及其委

托的辩护人展开激辩。

在诸多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件中，高学

历被告人很少见。本案两位主要被告，弟弟

陈某甲是硕士研究生学历，哥哥陈某乙是博

士研究生学历。

“五被告人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且

情节特别严重，其法定刑为三年以上七年以下

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温岭市人民检察院员额

检察官罗霞在庭上说。案件没有当庭判决。

据了解，此前已经一审判决的胡某某等4人侵

犯公民个人信息再审抗诉案也已开庭审理。

“在大数据时代，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

被称为‘百罪之源’。将涉案手机号码机械解

释为单纯的 11 位号码数字，对收集、销售这

类号码资源的行为作出不是犯罪的结论，偏

离了立法意图，客观上会纵容此类行为的泛

滥，不利于社会秩序的构建。”检察官说。

2亿条信息盗自某通讯运营商，五被告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