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02～A03

新闻
2020年6月23日 星期二 责编 王炎 校对 于茜 审核 姜瑞胜

□半岛记者 王媛

记者6月22日获悉，青岛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日前严厉查处一起某房
地产销售公司非法使用消费者个人信息行为，给予当事公司作出50000
元的行政处罚。记者调查发现，日常生活中，有的市民每天接到大量推销
楼盘的来电，一定程度成了“扰民”电话、“闹心”电话、“添堵”电话，而在这
背后，非法使用个人信息已经成为房地产行业的“潜规则”。

5月12日，执法人员在检查市北
区某楼盘销售中心时，发现置业顾问王
某，正在使用公司提供的信息资料拨打
消费者电话推销楼盘，随即对有关情况
展开询问核实。
调查发现，负责该楼盘销售的某房

地产销售公司，存有270名登记于其他
楼盘场所的消费者信息（姓名、手机号
码、经济承受能力等），通过深挖线索，
固定证据、抽丝剥茧，确认消费者不知
也未同意个人信息用于他用，该公司行
为涉嫌违法违规，决定立案查处。
目前，该案已经终结。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有关规

定，给予当事公司作出50000元的行政
处罚。
根据青岛政务网“青岛市网上行政

处罚服务大厅”公开信息，吃“罚单”的
公司为青岛同策房产营销策划有限公
司，处罚事由为该公司销售员在“市北
区辽阳西路 366号项目为‘远洋万和
城’售楼处内正在使用收集的消费者电
话信息推销‘远洋万和城’项目楼房”。
据了解，这是市市场监管部门在该

领域开出的全市首张“罚单”、作出的首
例行政处罚。市市场监管局执法部门相
关负责人表示，案件的查处意义重大，
起到了很好的警示威慑和教育作用。

记者了解发现，在日常生活中，有
的市民每天接到推销楼盘的来电达到
几个，甚至十几个，一定程度成了“扰
民”电话、“闹心”电话、“添堵”电话，既
影响了心理情绪、分散了精力，更危及
到个人信息安全。
市民郭先生告诉记者，他2016年

在青岛市区购买一套住宅，不曾想，此
后的两年深受各路推销电话的“骚扰”。
“这边一交房，那边电话就进来了，
装修公司的、卖家电家具的、推销建材
的、推楼盘的，最多的时候一天能接20
个。”郭先生说，这是他名下的第一套
房，此前在置业领域很少透露个人信
息，他深度怀疑自己的信息是被售楼处
给卖了：“感觉太明显了，售楼处知道我
的信息最全，住什么样的房子、有几辆

车、年龄阶层、经济实力等等，推销内容
就像是为我‘量身定制’的。”郭先生苦
笑，由于频被“骚扰“，他已经练就“接起
电话1秒分辨推销电话”的本领。
无独有偶，2014年开始炒股的刘

女士同样深受其扰，她接到的推销电
话多是荐股、理财、配资公司的，还有
推销商业网点的。“天天都有，不胜其
烦，想过要投诉举报，可不知道该找哪
个部门啊。”刘女士告诉记者，唯一能
有点效果的措施，就是把骚扰电话号
码“拉黑”。
记者采访发现，在接到过推销电话

的市民中，大多数人表示反感、分散精
力、被打搅，并意识到个人信息在未经
本人的同意下被他人获取并使用，却很
少有人知道这是违法的。

同行被罚5万元的事情，很快在业
内传开。左俊（化名）是岛城某房地产项
目的在职销售人员，他告诉记者，在楼
盘售楼处，设有专职的“call客”，他还
特别强调，这是一个动词，即打电话给
客户推销房子。
“call客”有用手机卡拨号的，也有
用软件呼叫的。”用软件的比较高级一
些，客户手机上显示的来电号码，是一
串虚拟号码，如果回拨追溯，或者举报
维权，难度就大了。左俊称：“call客”所
用的客户信息，大多是非正规途径获
取，“其实早就是行业‘潜规则’了，这家
这次是被抓了现行。”
作为一项家庭重大支出，买房不是

个短期消费决策，从决定买房、看房、选
房到最终签合同、交房，需要一定的时

间周期，这期间消费者可能会在多个楼
盘留下信息。
“楼盘之间购买是最直接的，还有
的是互相置换，再就是上下游之间获
取，比如装修公司等。”身处业内，左俊
坦言这属于个人信息的非法使用：“目
前算是监管的灰色地带吧，没人查，一
个电话也不会造成客户的直接损失，投
诉深究的也少。”
市市场监管局执法部门相关负责

人表示，下一步，市场监管部门将继续
加大巡查抽查力度，扩大检查范围，对
危害老百姓个人信息安全的不法行为，
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保持高压打击态
势，织密守护群众个人信息的安全网
络。同时，提醒广大市民提高警惕，增强
保密意识，避免个人信息泄露。

□本报评论员 王学义

说起售楼骚扰电话，真是数不胜
数，也烦不胜烦。这一次，青岛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用一张50000元的罚单，果断
对滥用个人信息说不。这也是市场监管
部门在该领域开出的全市首张“罚单”，
作出的首例行政处罚。
必须为这样的行动点赞。此类骚扰

电话不仅给老百姓“添堵”，更是赤裸裸
的违法行为，就该严惩不贷。此案对那
些肆无忌惮的推销者敲响了警钟，也具
有示范意义。今后市民再接到这种骚扰
电话，就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监
管部门也应该加大查处力度，将之纳入
日常监管范围，还市民耳根清净。
应该说，这种罚单对于保护市民个

人信息安全有重要作用。这些年来，个
人信息泄露已成为民生痛点。而要解民
生之痛，须下猛药才行，这就需要各个
部门携起手来，形成合力。
比如，此次案件，除了对涉事公司

开出罚单之外，也应进一步追查相关个
人信息的来源。调查中发现，负责该楼
盘销售的某公司，存有270名登记于其

他楼盘场所的消费者信息（姓名、手机
号码、经济承受能力）等。这些信息究竟
来自何处？如果不把这一问题调查清
楚，信息泄露的窟窿恐怕就很难堵住。
近年来，我国不断完善法律法规，

努力为个人信息安全打上法治“补丁”。
比如，《民法典》人格权编中就设立专门
章节，对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护作出相
应规定。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了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2017年5月，
两高又专门出台了司法解释。
守护市民个人信息安全，该亮剑时

就要亮剑。比如，2019年3月江苏媒体曾
报道一起案件：南京市民徐先生频频被
电话推销骚扰，怒而报警。南通警方循线
追查，发现了一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
庞大网络，涉案30多人，包括了楼盘销
售、装修公司、房屋中介等多个领域。随
后，25人因犯侵害公民信息罪被判处有
期徒刑三年至单处罚金等刑罚。
在互联网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泄

露已成百姓不可承受之痛，必须有雷霆
手段，除恶务尽。只有让法律露出更锋
利的牙齿，精准打击各个环节，特别是
源头，才能织牢一张安全网。

市北一楼盘销售中心非法使用消费者信息推销，市场监管部门开出该领域首张罚单

售楼电话添堵，业内自爆灰色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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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l客所用信息，多来自非法渠道

>>>市民吐槽

买房两年难消停，一天20个骚扰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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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使用个人信息售楼，被逮正着

守护个人信息安全

还需除恶务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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