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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974 年 12 月 31 日，美国参众两院通过了《隐私权法》（The Privacy Act）,

这是世界上 早制定的保护隐私权的专门立法，但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使得

当时对于个人隐私的保护仅限于对纸本载体的隐私予以保护。近年来随着

科技的发展，信息技术的全面升级，以及人们隐私权利意识的不断增强，

如何保护公民隐私权已然成为中国刑法切实关注的重要议题。但目前我国

对于隐私权的保护还仅仅停留在民法及侵权行为法的层面。尽管我国刑法

对于与隐私相关权利的保护有零零星星的规定，然而却未能构建一套较为

完整的刑法保护体制，在对于隐私权刑法保护的范围、内容、刑罚方式等

方面仍然没有较为细致的研究。目前我国对于隐私权的刑法保护领域作出

了较为系统、细致研究的当属王立志博士的《隐私权刑法保护》，除此之

外，对于隐私权刑法保护的探讨就鲜为人涉及，这与当下信息时代所涌现

的隐私隐患对刑法保护的需求来说实为不符。 

我国刑法虽然历经几次修改，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通过惩罚侵犯公民

个人生活安宁权和私人信息保密权的行为，加强了对公民隐私权的保护，

但是公民的个人隐私权还没有上升到刑法保护的高度，隐私权的刑法保护

在我国刑法体制中的缺失，以及对于隐私权保护的迫切性，是本文论证的

基础，目的在于通过对隐私权刑法保护的必要性及可行性进行论证，完善

我国刑法中对于隐私权保护的不足之处，一方面为了适应时代的步伐，满

足实践的需要，为新近出现的侵犯隐私的新型犯罪提供一个有法可依的刑

法保护依据，另一方面对于完善我国刑法结构体系，全方位、多角度保护

基本人权具有现实意义。 

 

关键词: 隐私权；不可逆侵害；刑法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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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House and Senate of representatives of the U.S. have passed the bill of 

The Privacy Act (The Privacy Act) in December 31, 1974. It was the first 

protection to privacy by the special legislation. But because of the limitation of 

time, the protection to the personal privacy limited to the printed carrier.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prehensive upgrad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raise of awareness of 

privacy, how to protect privacy and the privacy rights has become the important 

issue for China's criminal law. At present, our protection to privacy right has 

only stayed in the level of the civil law and the tort law.  

Although our criminal law which protected the rights related privacy have 

been systematic, it failed to build a series of completely criminal law protection 

system ,neither the scope ,the content, nor the way of punishment. It was the 

study of criminal protection to the privacy which was written by the Dr. Wang 

Lizhi that is the less research result in China. In addition, the criminal 

protection to privacy is discussed by little scholars or expert .It is totally 

inappropriate for the demand of criminal protection in present China. 

And the foundation of this article is that the protection to personal privacy 

has not up to the height of the criminal law, the privacy protection is still 

absence in our criminal law system. The goal of this article is to improve 

privacy protection in our country criminal law system by discussed necessity 

and feasibility of protecting the privacy in criminal law. 

 

Key words:  Privacy rights; Irreversible damage; Criminal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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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当针孔摄像机无处不在的时候，当“人肉搜索”无所不能的时候，当

“艳照”肆无忌惮的时候，隐私似乎变成了一把漏洞百出的雨伞，空剩一

把骨架在狂风暴雨中摇摇欲坠。伴随着社会科技的发展和职能部门的不断

扩张，隐私正在遭受着不仅来自于民事主体的侵害，同时也面临着以国家

为代表的公权力的威胁。当人们的隐私被践踏在“利益”与“文明”的铁

蹄下，隐私权也变成了一堆“腐朽”。醒悟的人们开始惶恐不安的寻找迷

失在科技文明里的隐私权，试图修补这把千疮百孔的雨伞。 

1974 年 12 月 31 日，美国参众两院通过了《隐私权法》（The Privacy Act）,

世界上 早制定的保护隐私权的专门立法诞生。纵观中国隐私权立法现状，

宪法、民法、侵权责任法及行政法无不对其予以广泛的保护。尽管各个部

门法中都或多或少的包含了隐私权保护的条款，我们却无法从上述一套套

厚重的法典中找出“隐私权”的字样。刑法的谦抑性及二次规范性更加抑

制了我国刑法体系中隐私权以独立名目出现。 

与国外相比，我国的隐私权刑法保护似乎仍处于一个欲立还拒的尴尬

阶段。无论是立法者还是处于隐私透明化困境中的公民都已经意识到隐私

保护的重要性以及隐私权立法保护的迫切性，然而立法并非如学者著书立

作如此随意，恣意表达自己的观点即可。想要制定一部经得住千锤百炼及

时代变迁考验的成熟法典，定然需要经过多方探讨考证、在实践中反复适

用考察。 厦
门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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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隐私权概述 

第一节 隐私与隐私权的界定  

探讨隐私权的概念，一个必要的命题就是要先确认何为“隐私”。我

国现行法律体系迟迟未对隐私权予以明确保护， 重要的原因就是“隐私”

的不确定性。隐私并不等同于“隐私权”，但如果连隐私都无法界定的话，

对隐私权的保护更无从谈起。 

一、隐私的定义 

密尔在《论自由》中曾经说过，个人的行为只有在涉及他人的部分上，

才应对社会负责，而对于只涉及本人的部分，则享有绝对的独立性。①也就

是说 传统意义上的隐私应当就是指个人所绝对独享的部分，包括空间、

事务、思想等等。然而社会发展到今天，由个人绝对独享的空间变得越来

越不可能。 

纵观我国历史，探寻隐私的源流可知，在我国第一部封建法典《法经》

里就有“窥宫者膑”的规定。②不过在民风尚未开化的封建社会早期，隐私

仅仅是贵族社会成员才有权享有的“奢侈品”。膑刑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

次对于隐私权刑法保护的刑罚手段。 

隐私定义的出现历经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地域、文化、历史的差异使

得不同国家学者对于隐私的定义各有不同。隐私的英文表述为“Privacy”。

国外学者对于隐私的定义五花八门。如“the right to be alone” ；③学者 Westin

将隐私定义为：“个人有权决定其自身于何时、以何种方式、何种程度与

他人沟通关于自身资讯 ...隐私是个人自愿的暂时的在物理及心理意义上自

社会抽离。”④我国台湾学者将隐私定义为“隐秘而不公开的意思”。①我国

                                                 
① 许文洁.隐私权论兼析人格权[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79. 
② 张军.宪法隐私权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10. 
③ [美]阿丽塔·L.艾伦,理查德·C,托克音顿.美国隐私法——学说、判例与立法[M] 冯建妹等译,北京:中国民

主法制出版社,2004.8. 
④ “the claim of individuals...to determine for themselves when how and what extend information about them is 
communicated to others....privacy is the voluntary and temporary withdrawal of person from the general society 
through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m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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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学者张新宝则认为，隐私“又称为私人生活秘密或私生活秘密，是指

私人生活安宁不受他人非法干扰，私人信息保密不受他人非法搜集、刺探

和公开等。”② 

从上述林林总总的概念中，我们不难得出隐私概念的结论：隐私是指

能够影响权利人社会评价，并被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私人信息、私人事

务以及私人活动等。从上述定义可以看出隐私作为一种事实状态，并不涉

及价值评断。隐私在社会学的范畴可以理解为保护私人信息，维护人格尊

严。同时有些时候某些隐私又会以某种方式体现财产利益，因此在经济学

范畴隐私又被视为一种信息商品，为隐私的所有人带来相关的经济价值。

而隐私权却是一项法律上的基本权利。隐私作为隐私权的客体，是法律赋

予保护隐私利益的力量。 

二、隐私权的界定    

美国两位著名学者布伦迪斯和沃伦二人于 1890 在哈佛大学的《哈佛法

学评论》上发表了《论隐私权》，该文 早提出了隐私权概念。文中隐私

权被称为“不被了解之权利”。 英国学者威廉·班尼主张，“隐私权的内

涵，与一个人的人格尊严有极大的关系。使一个人的私生活受到干扰，将

他的姓名、照片肖像等未经同意而公开刊布，使他在精神上感到不安、痛

苦羞耻或惭愧，显然其人格尊严已受到侵害。”③《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对

隐私权做如下释义：“隐私权是民事侵权行为法和美国宪法上的概念。在

侵权行为中，隐私权是一种不受这样一些行为给予的精神上伤害的权利；

这些行为的目的是要通过将被害人的私生活向公众曝光或通过侮谩和骚扰

他人的宁静使他人处于极度紧张的状态。”④ 

上述观点均出自国外学者或者著作。在我国国内，对于隐私权的研究，

尽管并未形成规模，却也有一些相对成熟的理论。比如我国著名民法学者

王利明教授对隐私权如下定义“隐私权，是自然人就个人私事、个人信息

                                                                                                                                            
① 杨立新.人身权法论[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669. 
② 张新宝.隐私权的法律保护[M].北京:群众出版社,1997.16. 
③ 顾理平.新闻侵权与法律责任[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 
④ [美]理查德·A.斯皮内洛.世纪道德:信息技术的伦理方面[M] 刘刚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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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个人生活领域内的事情不为他人知悉、禁止他人干涉的权利。”①张新宝

教授认为“隐私权是指自然人享有的私人生活安宁与私人秘密依法受到保

护不被他人非法侵扰、知悉、搜集、利用和公开等的一种人格权。”②另外

我国台湾学者李茂生对于隐私权所做出的定义为：“侵犯隐私权的行为是

指将不受社会评价之事公诸于世，而非误导社会、评价的行为。”③ 

尽管笔者上述罗列了中外学者富有代表性观点，但是各家学派之观点

众多，本文无法详尽列举，隐私权定义之纷争还未尘埃落定，而社会的发

展又迫使隐私权持续处于发展、变化状态，因此上述有关隐私权的定义很

难准确的包含隐私权的范围。Judith Jarvis Thomason 坚持认为“似乎没有

人能对隐私权为何物做一个明晰的认识”，因为隐私权本身就是一个极难

定义的概念。 

正是无法给出隐私权一个精准的定义，造成了我们在立法上的困惑。

作为公民一项基本权利，隐私权在我国并没有对其以独立名分加以保护，

更多的是寄生在其他权利形态下，通过“晕影理论”④实现法律间接保护。

所谓“晕影理论”是指宪法不仅能保障明文规定之权利，其周边权利亦予

以保护，透过对后者之保障，能使其对明文规定的权利保障更为确实。推

演晕影理论可知，法律保护的隐私权系指宪法保护公民基本权利下的周边

权利。 

当我们想要立法保护的客体无法明朗的时候，立法保护便成为了无的

之矢。但是对于目前对于隐私权的保护又迫在眉睫，使得我们不得不在栉

次鳞比的概念中，抽丝剥茧出比较适合我国国情的定义。综合目前我国学

者的探索及国外学者比较成熟的理论，笔者认为，刑法保护下的隐私权应

当定义为：权利所有人所享有的非经本人允许不得对其个人生活、个人事

务、个人信息窥探、披露、干涉、利用的权利。 

                                                 
① 王利明.人格权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147. 
② 张新宝.隐私权的法律保护[M].群众出版社,2004.12. 
③ 李茂生.刑法秘密罪章新修条文评释[J].台湾:月旦法学杂志,1999(51):95 
④ 高光义.论日本宪法上之隐私权[A].现代国家与宪法：李鸿禧教授六秩华诞祝贺论文集[C].台湾:台湾月旦

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97.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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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隐私权的特征 

纵观国内外学者对于隐私权的或解读或定义，以及笔者对于隐私权概

念之拙见，我们不难从中提炼出关于隐私权的共性，即隐私权的特征： 

一、非公开性 

所谓“非公开性”是指公民对于其个人活动不对外公开具有一定的自

决性。换句话说即一个人主观上不希望自己的行动或者活动公诸于众，并

希望该项行为隐秘进行，同时在客观上亦采取了保密措施，比如选择较为

隐秘的场所，以较为秘密的方式等。一个人隐私的内容，正面与否，以及

其对自我隐私的控制程度，一定程度上可以控制其在其所生活的社会大环

境中的社会形象。另外隐私权“非公开化”不仅可以使个人能够主动的控

制其社会形象，同时还可以使个人得以免受社会主流价值的评价、国家的

监视，免于被“透明化”。① 

二、涉己性 

所谓“涉己性”从字面上看，是只涉及自己而与他人无涉的，并且也

不涉及公共利益的。②此处的“涉己”一方面要强调“私人”——即隐私权

利人“个人”的事，基本不涉及他人；另一方面又强调“私事”——即隐

私权利人采取隐秘措施的事情还必须是与他人、公共利益无害的。 

三、可支配性   

隐私权作为专属于自然人的人格权，权利主体理应有权依据个人的自

由意志支配该项权利。即权利主体可以选择放弃自己隐私权，将原本不愿

意或者不应当为人所知的个人隐私向公众披露，也可以选择允许他人介入

自己的私生活。同时需要注意的是权利主体在行使其对于隐私权的可支配

权时，应当谨记的底线是不得突破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以及不得违背善良风

俗。 

隐私权除上述基本特征外，还有其他特征，诸如受到侵害后的不可逆

                                                 
① 苏孝伦.妨害私人生活隐私罪之研究[D].台湾:国立台湾大学,2010.32. 
② 王秀哲.隐私权的宪法保护[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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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等等，因篇幅原因笔者在此不再一一展开。 

第三节 国内外立法现状 

对隐私权的立法保护，尤其是刑法保护，西方部分国家及我国台湾地

区、亚洲日本等国家与地区已经走在了前列。1974 年 12 月 31 日，美国参

众两院通过了《隐私权法》（The Privacy Act）,开创了世界上保护隐私权专

门立法的先河。此后经历 911 事件后对于公民隐私肆无忌惮的侵害，美国

对于隐私权的保护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各国先进的立法及实践对于我

国探索建立隐私权刑法保护机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本文将就此予以简

要分析。 

一、国内外立法现状 

英国、德国、荷兰、日本、澳大利亚以及我国台湾地区对于隐私权的

立法保护也历经了一个从无到有，从探索到成熟的过程。接下来，我们将

选择部分比较成熟的立法来对于隐私权刑法保护的发展做一个简单的了

解。 

（一）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现状 

我国台湾地区对于隐私权的立法相对走到了前列。台湾刑法典第二十

八章妨害秘密罪以专章形式进行了立法保护。其中第 315 条之一、之二被

合称为“妨害私人生活隐私罪”。上述条文的具体内涵被台湾刑法界解释

为：个人以正常社会互动方式控制自我形象的可能性。 

另外该章中不乏有“未遂亦罚之”、“告诉乃论”等字眼。该章第 316

条对该罪犯罪主体进行了详尽的罗列，包括医师、药师、药商、助产士、

宗教师、律师、辩护人、公证人、会计师或其业务上的佐理人，后曾任此

等职务之人。 

（二）美国的立法现状 

美国是世界上保护隐私权的法律制度 多的国家。其对隐私权保护的

法律渊源来自于美国宪法。美国宪法第 4 条修正案（1979）规定：人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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