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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台州路桥发生了一起因家庭安装监控而引发的邻里
纠纷。双方主人公一方是王女士，另一方是小周。一次偶然的机
会，王女士发现小周家在二楼阳台上安装了摄像头，探头正对着自
己家。王女士要求对方拆掉，但小周却以摄像头在自己家为由，拒
不拆除。最终，经过当地司法所的调解，小周调整了监控探头的朝
向，并登门致歉。

之前，南京江宁法院也曾作出过这样一个判例。当事人钱大
伯因为不堪楼上扔杂物，就在自家阳台上安装了摄像头，用来监控
楼上高空抛物的不良行为。不过，此举遭到了邻居小张的极力反
对，“摄像头就对着我们家，它一开我们家每天都要拉上窗帘。”后
小张诉至法院，法院判决钱大伯拆除摄像头。

自家监控想装就能装？错！“个人安装监控也不能任性。”方律
师说，如果监控范围是自家空间，或是与他人无关的公共场合（如
自家门口），并不会侵害到他人的隐私权，可以安装。但如果摄像
头的拍摄范围涉及其他住户的门、窗等地方，能够直接窥视到其他
住户在自己家中的活动的，那么安装摄像头的行为显然已经侵害
到他人的隐私权了。“如果市民想在自家门口安装监控摄像头，最
好事先征得邻居的同意或善意提醒邻居。”

“目前，对个人或集体安装摄像头的行为并无明确的法律规
定。”方律师说，但对最常见的、保护大多数公众利益的治安监控的
设置，2016年11月，公安部会同有关部门研究起草了《公共安全视
频图像信息系统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条例》），并向

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条例》规定：社会公共区域的视频图像采集设备的安装位置

应当与居民住宅等保持合理距离。社会公共区域的视频图像采集
设备，应当设置提示标识，标识应当醒目。此外，旅馆客房、集体宿
舍以及公共浴室、更衣室、卫生间等可能泄露他人隐私的场所、部
位，禁止安装视频图像采集设备。

《条例》还将为公共监控设置“新门槛”，规定建设单位应当自
系统验收合格之日起30日内，将系统使用的主要设备类型、点位分
布等资料向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备案。

监控能看到我的家？安装也不能任性

有哪些利用监控的行为可能触犯法律呢？“比方说，有人到酒
吧大厅等公共场所做出了不雅举动，被监控拍了下来，有人却把这
些监控图片或视频发送给别人看了，这种行为的后果可能比单纯
泄露个人隐私更加严重。”方律师说，酒吧大厅属于公共场所，监控
拍下不雅举动，并不属于侵犯隐私权。但将这些图片或视频传播
到公共平台上，就属于侵犯他人隐私了，如果视频内容过于露骨，
而且点击量达到一定数量或传播范围达到一定广度时，还可能涉
嫌传播淫秽物品罪。“同样的，市民如果在自家门口安装了监控摄

像头，对于监控所拍摄的内容负有保密的义务，不能非法利用和擅
自对外披露，否则有可能侵犯他人的隐私，进而触犯法律。”

“需要指出的是，任何人都享有隐私不被侵犯的权利，公众人
物也不例外。”方律师说，因此，狗仔队利用获取监控视频等手段揭
露公众人物私人生活的行为，如果涉入过深且与公众知情权无关
的话，也是不恰当的，“就普通人而言，即便是一些违背道德的行为
（例如婚外情），只要它不会对社会公共利益造成影响，也不能随意
地散布或公开”。

方律师说，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偷窥、偷拍、窃
听、散布他人隐私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
重的，处 5 日以上 10 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 500 元以下罚款。此
外，2015年11月实施的《刑法修正案（九）》还加大了对公民隐私的
保护力度，对严重侵犯公民隐私的行为将追究刑事责任。

方律师还提醒，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一旦发现自己的个人私
密信息被人在网络上传播，可以向平台投诉，并要求平台披露侵权
人信息并删除相关信息，“如果平台不披露，也不删除相关信息的，
可以将平台作为共同被告提起诉讼”。

今后，对于个人隐私我们还将多一道“保护伞”。据了解，《条
例》还规定，在可能泄露他人隐私的场所、部位安装公共视频图像
采集设备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责令立即拆除；拒
不拆除的，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拆除；同时，将对当事单位或个
人处以罚款。

监控 隐私 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
帮你厘清监控设立与隐私保护的界限

本报记者 陈普阳

前段时间，有媒体
曝出“杭州部分影院放
映厅内都会安装监控摄
像头，观众席上发生的
事情能看得一清二楚”，
消息一出立即引发关
注。在众多热议中，大
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
是：监控有没有侵犯到
隐私？

监控与隐私，两者
之间牵扯出的问题并不
少见。那么，哪些场合
可以安装监控？监控的
安装有无要求？如果监
控侵犯了隐私又该如何
维权？上周五晚上 7：
30，本报微信公众号
（zjfzbs）主办的“法治微
沙龙”特别邀请浙江一
墨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杭州市律师协会互联网
信息专业委员会委员、
杭州市律师协会侵权专
业委员会委员方云涛律
师，围绕“监控设立与隐
私保护”这一话题上了
一堂“微课”。本期《看
法》栏目将本次“微课”
的精彩内容整理刊出，
方便大家阅读。

如果您还想了解更
多的法律知识，可以关
注本报微信公众号，我
们会定期推送大家关心
的话题。如果您有想听
的课程，也可在关注本
报公众号后发微信给我
们，我们将从中选择话
题，邀请专家上课。

“杭州影院放置夜视摄像头！”今年2月，这
条消息“霸占”了不少网站的首页。在这条

消息中，还附有据说是影院工作人员提
供的监控室场景和监控截图，显示

除了大屏幕外，放映厅内各个
位置的情况都能在监控

上看得一清二楚。
“万一有些私密

举 动 ，不 是
让别人尽收眼

底？”“电影院这样设
置红外线夜视摄像头，是

否侵犯了观众的隐私权？”大家
对影院如此设监控是否合适心存疑虑。

“探讨影院设监控是否合适，要先从隐私权谈起。按照法律
规定，隐私权是自然人享有的对其个人的与公共利益无关的个
人信息、私人活动和私有领域进行支配的一种人格权，当然也是
受法律保护的。”方律师说，电影院也好，娱乐场所也好，无论是
从狭义上还是广义上来说，都属于公共空间，因此这些地方安装
监控的行为本身是出于对社会公共利益的考虑，因此并不侵犯
公民的隐私权，“虽然影院安装摄像头的行为本身不构成侵权，
但是相关人员将私密视频泄露传播的行为则侵害到他人的隐私

权，应该承担侵权责任。”
那么，是否属于公共区域又该如何判断呢？方律师举了一个

案例。2016年5月的一天，是重庆姑娘小张和老公的大喜日子，他
们选择一家酒店举办了婚礼。由于当天原来安排的更衣室被其他
新娘占用，酒店工作人员就临时安排了一间房间给小张换衣服。
可令小张万万没想到的是，这间房间原本是财务室，装有监控，自
己换衣服的行为全被拍下来了！得知这一情况后，羞愤的小张报
了警，她认为换衣服的房间应该属于私密场所，不应该有监控，酒
店侵犯了她的隐私权。

“顾客换衣服的视频并没有被传播出去，也没有被任何人观看
过，所以在公安机关管辖的法律框架内，此类警情不属于‘偷拍’。”
办案民警介绍说，这只能算是一起典型的隐私被侵犯的民事纠
纷。最终，小张与酒店协商解决了此事。

方律师说，在这起纠纷中，财务室原本属于公共区域，酒店安
装监控并没问题。但酒店提供给小张换衣服时，相当于将这一区
域作为私密场所了，此时酒店并未提前告知小张，也没有关掉监
控，明显是侵犯了小张的隐私权。“目前，对于哪些场所是属于公共
的、哪些是属于私密的，法律尚无明确规定。实践中，我们还是要
从功能性的角度来进行区分，区分的标准就是这个场所是否会让
人们从事一些暴露个人隐私的行为。例如，整个酒店虽然属于公
共场所，但客房内部因为可能涉及到个人的私密行为，就属于私密
场所。”

今后违规装监控，既要拆还要被处罚

安装场所公共的？私密的？主要看功能

本期“微课”主讲人：方云涛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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