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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密空间偷拍行为的刑法定性

我国法律上的隐私可以分

为私人生活安宁以及不愿为他

人知晓的私密空间、 私密活

动、 私密信息。 总的来说隐私

权就是自然人支配以上具体隐

私而不受他人干扰的权利。 随

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 发生在

私密空间的偷拍侵权现象愈发

严重， 案件数量已达到令人震

惊的规模。 偷拍行为不仅对人

们的隐私权造成严重侵害， 偷

拍内容的传播还会继续催生一

系列相关犯罪。

目前我国刑法对隐私权的

保护并不完善， 是依托其他罪

名对隐私权进行间接保护， 这

些罪名着重保护的是社会秩

序、 公民的住宅安全、 财产安

全等而不是隐私权。 对于社会

发展所产生的新的违法犯罪现

象， 不应企图一概以增设新罪

的简便方式来解决， 而是应当

遵循刑法的谦抑性， 优先以现

有规定包罗评价。

一、偷拍行为应当

认定为侵犯公民个人

信息罪

（一） 偷拍行为侵犯的法

益可解释为个人信息

偷拍行为是通过电子设备

对被害人窥视继而拍摄他人隐

私生活或者身体隐私的行为。

个人隐私包括私密信息、 私密

空间以及私密活动。 首先， 私

密信息属于 《个人信息保护

法》 所说的敏感个人信息， 即

包括个人健康生理信息、 个人

生物识别信息、 行踪轨迹信息

等。 其次对于私密空间， 在偷

拍行为中通常与私密活动紧密

相连， 即偷拍的内容大多为拍

摄对象在私密空间进行的私密

活动， 只拍摄私密空间的偷拍

行为通常不会达到具有严重社

会危害性的程度。 讨论私密活

动是否属于个人信息就涉及到

“识别性” 的问题， 即私密活

动根据一般人的生活经验， 是

否可以识别出具体的自然人。

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 采取

的已识别和可识别的分类方

法， 我们可以对偷拍行为进行

分类。 若行为人已经知道拍摄

对象的身份， 那行为人所获取

的信息就属于已识别的个人信

息。 若行为人事先不知道拍摄

对象的身份， 但拍摄的私密内

容也不可避免的包含拍摄对象

的样貌、 形体、 声音或者私密

身体部位。 通过偷拍内容对真

实情况的再现， 不仅可以凭借

视频中对象的外观特征识别个

人身份， 还能通过拍摄的私密

空间推测拍摄对象的活动情

况， 同时可以结合其他信息例

如酒店等信息确定当事人的身

份。 这些都是能够识别特定自

然身份的信息， 属于个人信息

中可识别的信息。 因此， 偷拍

行为所侵犯的客体即公民个人

隐私可以解释为公民个人信

息。

（二） 偷拍的客观行为符

合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行为

方式

《刑法》 第253条第三款规

定了“窃取”是侵犯公民个人信

息罪行为方式的一种。 窃取是

指“使用秘密手段或不为人知

的手段取得”。而偷拍行为最主

要的特征之一就是“不被知

晓”，即秘密地、在当事人不知

晓的情况下拍摄当事人的隐

私。“偷”对应“窃”，两者在文字

含义上都是秘密地、 违背他人

意愿地。“拍”对应“取”，都是对

他人所属之物的获得， 只不过

“拍”可以视为“取”的一种方

式。 因此将偷拍解释为窃取并

未超出语义的应有涵射范围，

窃取是一切秘密获得手段的抽

象概括， 而偷拍是秘密获得的

一种具体行为方式， 且两种行

为的后果都是对他人所属权利

的侵害， 因此窃取能够包含评

价偷拍行为。

偷拍行为人在获取偷拍内

容后， 通常会对偷拍内容进行

传播利用， 后续行为也可能符

合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其他

行为方式， 例如行为人偷拍到

情色内容在网络上出售以牟

利， 该行为符合侵犯公民个人

信息罪中“向他人出售公民个

人信息”的行为方式；若行为人

将偷怕内容进行传播或发至社

交平台， 即可构成侵犯公民个

人信息罪中的提供行为。

（三） 偷拍行为人的主观

故意满足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的主观要件

偷拍行为的另一主要特征

为“不被允许”，即行为人没有

获得拍摄对象的同意和授权。

“偷”意味着行为是出于行为人

的故意而不是过失， 反映行为

人出于不被知晓的意图。 通常

来说， 偷拍的行为人具有目的

性， 也就是说行为人对于拍摄

内容所涉及的个人私密信息是

有所预见的。 本文所指的偷拍

行为发生在如酒店、 浴室等私

密场所， 根据一般社会人的观

念是能够知晓发生在私密空间

的通常是私密活动， 是他人不

愿公开的个人生活行为， 行为

人在明知的情况下仍然进行偷

拍， 至少对侵犯他人隐私的结

果持放任态度， 符合侵犯公民

个人信息罪的主观故意要件。

（四）偷拍行为的主体符合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主体要

件

随着具有拍摄功能的智能

机器的普及或专业拍摄器材的

易获得性， 导致实施偷拍行为

的主体范围更加广泛， 而侵犯

公民个人信息罪的一般主体恰

好符合了偷拍行为的客观现

实， 只要年满16周岁且行为时

精神正常，即符合本罪主体。16

周岁的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制也

能有效针对发生在一些特殊区

域的偷拍行为， 例如发生在校

园内的偷拍行为。 现实生活中

校园的防范环境较差， 校园内

大多是缺少社会经验且防备意

识较弱的学生， 且女性占有一

定比例。 针对学生的校园偷拍

事件也屡屡发生， 例如在学生

厕所内安装偷拍设施。

综上所述， 偷拍行为符合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构成要

件， 以该罪对偷拍行为进行规

制符合罪刑法定原则。

二、只有情节严重

的偷拍行为才构成犯

罪

并非所有偷拍行为都应入

罪， 对于一般性质或未产生严

重后果的偷拍行为， 通常通过

民事手段和行政处罚就能得到

有效规制，只有性质恶劣，具有

严重法益侵害性的偷拍行为才

有必要给予入罪处理， 只有情

节严重的行为才能入罪。

情节轻重应当由司法机关综

合偷拍主体、 拍摄内容、 偷拍方

式、 行为人主观目的等方面综合

考量，不同拍摄方式、不同故意支

配下的偷拍行为对个人隐私的侵

犯程度有所不同。 现实生活中存

在具有正当目的的”偷拍“行为，

例如记者暗访。 对于一些通过正

常途径无法获取、揭露的现象，记

者通常以偷拍、 偷录的方式予以

调查，因此在暗访过程中，可能不

可避免的拍摄到他人隐私。 对于

这类行为， 社会应当有一定的允

许空间以保证公民知情权的行使

以及记者职业行为的进行。当然，

对于该类拍摄内容必须予以正当

使用和必要措施的保护， 防止他

人正当合理的隐私遭到泄露散

播。 对于非法手段进行的偷拍行

为，应当参照“非法获取、出售或

者提供行踪轨迹信息五十条以

上”的规定来认定情节严重。相比

文字信息， 影像资料能够最大程

度的记录、还原个人活动，对个人

隐私的记录更为真实、详细，偷怕

的内容比以文字记载的个人信息

具有更大的法益侵害性。另外，视

频具有极强传播性， 偷拍的影像

借助网络平台而具有最快的传播

速度，且一旦进行传播，数字痕迹

是难以消除的， 对受害者的影响

将不可估量。 因此，笔者认为，对

于偷拍行为情节严重的认定，对

照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情节严

重判断中“非法获取、出售或提供

行踪轨迹五十条以上”的条文最

为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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