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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肉搜索 ”这种由人工参与解答 ,通过机器算法获得结果的搜索机制 ,在利用现代科技发展过程中逐

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人肉搜索 ”对社会产生了广泛影响 ,一方面起到打击违法犯罪 ,监督政府官员 ,强化道德压

力和为民排忧解难的社会积极作用 ;另一方面也存在侵犯隐私的隐患和暴力性风险。借助道德的力量和法律的控

制手段规约“人肉搜索 ”,可以避免其可能产生的隐患 ,发挥人肉搜索的积极效应 ,促进其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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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Human2flesh Searching”, a kind of searching mechanism, which involves using peop le to participate in

solving p roblem s and obtaining results via machine calculations, has formed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in the gradual

development of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Human2flesh Searching" has brought about a widesp read influ2
ence on society. On the one hand, it p lays a positive role in cracking down the crimes, supervising government offi2
cials, strengthening moral p ressure and help ing peop le overcome their difficulties. On the other hand, there exist

the hidden perils of p rivacy encroachments and violence risks. To avoid the possible hidden perils, moral and legal

control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to " human2flesh searching" , so that its positive effect is brought out, its healthy

and virtuous development encourag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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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年 ,“人肉搜索 ”已经成为中国网络的热

点之一。“人肉搜索 ”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 ,正在日

益扩大和深远。人们既赞赏其积极作用 ,又对其潜

在的风险感到担忧。因此 ,我们必须客观地、确切地

分析“人肉搜索 ”的利弊 ,并探索控制“人肉搜索 ”的

合理途径。

一 　“人肉搜索 ”现象及其特点

什么是“人肉搜索 ”? 综合网上广为传播的多

种说法 ,所谓“人肉搜索 ”,就是利用现代信息科技 ,

广聚五湖四海的网友力量 ,由人工参与解答而非搜

索引擎通过机器自动算法获得结果的搜索机制。在

“人肉搜索 ”中 ,通常是先由某个或某些网民提出问

题 ,其他网民则以自己的专业背景、亲身经历、道听

途说甚至冷嘲热讽来回答问题。但网络上最受网民

关注的“人肉搜索 ”,其含义则相对狭窄 ,专指以网

络为平台 ,以网民为资源 ,逐渐获取某个人或某些人

的信息 ,然后整理分析这些信息 ,最后找出这个人或

这些人并确认其个人信息的过程。

为了对“人肉搜索 ”有较为直观的认识 ,以下例

举若干在中国网民中产生了较大影响的“人肉搜

索 ”事件 :

1、“陈自瑶事件 ”: 2001年 ,有网民在猫扑网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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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一张美女照片 ,并声称该女子是自己的女朋友。

可是 ,立时就有人指出 ,此照片女主人的真实身份是

微软公司的女代言人陈自瑶 ,并贴出了她的大部分

个人资料。从此 ,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被人称为“人

肉搜索 ”的互联网搜索行动诞生了。

2、“虐猫事件 ”: 2006年 2月 28日 ,网民“碎玻

璃渣子 ”在网上公布一组虐猫视频截图 :一名时髦

女子穿着漂亮的高跟鞋踩踏一只小猫 ,直至将其脑

袋踩爆。此图片迅速引起网民愤怒并启动“人肉搜

索 ”,发现虐猫拍摄地点是黑龙江省萝北县名山镇

名山岛公园 ,虐猫女子是该县人民医院的护士王某。

3、“王菲事件 ”: 2007年 12月 29日 ,北京女白

领姜岩跳楼身亡。她生前写下的、后来广为人知的

“死亡博客 ”中 ,将原因归咎为丈夫王菲的不忠 ,并

贴出了丈夫和第三者的照片。网友展开“人肉搜

索 ”,将王菲及其家人的个人信息公诸网络。王菲

在网上被通缉、追杀 ,并不断收到恐吓邮件 ;其工作

单位也因被骚扰而将王菲辞退。

4、“保罗国际事件 ”: 2008年 3月 29日 ,两名女

大学生在郑州保罗国际店里剪发后 ,被要价 1. 2万

元。新闻在网络上发布后 ,网友启动“人肉搜索 ”,

公布出保罗国际的注册信息、固定电话和手机号码

以及汽车牌照等 ,进而发展为到店门口聚集并打出

标语等。正是在这一年 ,“人肉搜索 ”开始成为流行

词汇。

还可以举出许多类似现象 ,但通过上述实例 ,人

们不难了解“人肉搜索 ”的实际过程及影响。

西方网络社会也许会有类似于“人肉搜索 ”的

事件 ,但由于西方网民的个人隐私意识比较强 ,对隐

私权方面的考虑比中国网民更慎重 ,因此 ,即使有类

似事件 ,也难以形成网络热潮 ,难以产生如中国的

“人肉搜索 ”一样的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除了隐私

权意识方面的差异之外 ,中国网民现在能通过网络

较为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这也是“人肉

搜索 ”能在中国发展起来的重要原因。

通过对各种“人肉搜索 ”现象的分析 ,可以将其

特点概括如下 :

1、主体的隐匿性。“人肉搜索 ”的主体 ,即提问

者和答问者 ,一般是以网名的形式出现的 ,其真实姓

名、真实身份往往被隐藏起来。虽然也可以有以真

实姓名或真实身份参与的主体 ,但基于安全方面的

考虑 ,“人肉搜索 ”的主体更倾向于以虚拟的网名形

式参与“人肉搜索 ”。

2、范围的广泛性。“人肉搜索 ”可以涉及人们

生活中的各种问题 ,被“人肉搜索 ”的对象 ,可以是

违法犯罪的人、缺德的人 ,也可以是善行昭著的人。

总之 ,通过现实生活中的其他手段难以具体了解或

受条件限制而无法了解的人 ,借助于网络 ,依靠广大

网民的力量 ,往往可以知晓其各方面的情况。

3、传播的快速性。“人肉搜索 ”中展示的对象

的各种信息 ,能被及时传播到网上 ,很快地受到众多

网民的关注 ,其传播速度远非常规传播所能比及。

某地某人所做之事 ,几天甚至数小时之内 ,就可能传

遍整个网络 ,变得人人皆知。

4、效果的累积性。“人肉搜索 ”传播的不仅是

某人所做某事及该人的各种信息 ,而且还伴随着网

民对该人及该人所做之事的评价 ,评价的效果随着

传播面的扩展而逐渐增加 ,从而其效果也逐步递增。

随着效果的累积 ,网民的情绪有可能趋于激烈甚至

走向极端。

“人肉搜索 ”的上述特点 ,使其所产生的作用或

实现的功能要远远超过现实生活中的类似行为。因

此 ,我们有必要分析“人肉搜索 ”的正面效应与负面

影响 ,并依据其特点寻求相应的控制途径。

二 “人肉搜索 ”的积极作用

杨涛认为 ,“人肉搜索 ”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

公民行使监督权、批评权的体现 ,网民将涉嫌违法、

违纪或者道德上存在严重问题的人或事件以及相关

信息公布在网上 ,由网民们自行评判 ,如果行使得

当 ,也有利于社会的进步 ,有利于维护公共利益。[ 1 ]

“人肉搜索 ”不仅可以在最短时间内揭露一些事件

背后的真相 ,维护社会道德秩序 ,还可延伸到网络无

法触及的地方 ,拓宽了人们获取知识的途径 ,充分发

动了人际网络的力量 ,将互联网“互助、分享 ”的精

神发扬光大。[ 2 ]

从目前“人肉搜索 ”的使用情况来看 ,其积极作

用可大致归纳为以下几方面 :

1、打击违法犯罪行为。2008年 7月 15日 ,在

西安市北郊的红庙坡西村 ,来自河南潢川县付店乡

付店村的余辉、杨业霞夫妇 ,把电话缴费店的门牌拆

下 ,换上“寻子店 ”招牌 ,并承诺谁能提供线索帮他

们找回儿子 ,付报酬 10万元。此事经西安媒体报道

后 ,在网络论坛上也掀起了不小的波澜。在天涯、猫

扑等论坛上 ,都出现了“人肉搜索人贩子 ”的帖子 ,

余辉在几天之内就收到热心人数百个电话和短信 ,

有的安慰他 ,有的提供线索。“寻子店 ”的开张也引

起了警方的重视 ,西安警方计划向全国发布 1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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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集线索的悬赏通告。[ 3 ]

由于“人肉搜索 ”可以引起全国各地网民的注

意 ,并有可能获得用常规手段难以获得的信息 ,因

此 ,借助于“人肉搜索 ”,可以形成对违法犯罪人员

的强大威慑 ,也有利于破案。

2、监督政府官员行为。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房

产局局长周久耕开会时抽“天价烟 ”的照片被网友

上传至各大论坛立刻被网友“人肉搜索 ”,并被公布

于众。在众网友的调查下 ,周久耕的事件被推上了

舆论监督的风口浪尖。网上针对“天价烟 ”事件的

跟帖在两三天内达到 7万余条 ,可见公众对该事件

的关注重度。网友称 ,周久耕抽的“九五之尊 ”香烟

每条售价 1500元至 1800元 ,戴的手表价值约 10万

余元。2008年年底 ,周久耕因擅自对媒体发表不当

言论产生不良影响 ,以及用公款购买高档香烟的奢

侈消费行为 ,被江宁区免去房产管理局局长职务。

《检察日报 》记者认为 :“网络反腐的快速、便捷

给公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这的确是传统的上访、书信

等方式无法比拟的 ”。[ 4 ]举报和揭露腐败行为是宪

法赋予公民的一种权利。然而 ,现有的制度通道却

常常让举报者身陷尴尬境地 ,甚至面临人身伤害风

险。而“人肉搜索 ”的工具作用则使广大民众越来

越多的参与到反腐败、反社会丑恶现象的行列中来 ,

并迅速得到官方回应 ,为热点事件的快速和公开查

处增添了活力与动力。[ 5 ]

3、强化道德压力。2008年 5月 21日 ,汶川地

震全国哀悼日的第三天 ,山河同悲 ,举国默哀。就在

这样一个肃穆沉重的日子里 ,一段辱骂灾区人民的

视频出现在视频网 YOUTUBE上 ,在瞬间点燃了亿

万同胞的熊熊怒火。在这段视频中 ,一名身着彩条

衫的年轻女子脚跷在桌子上 ,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

用不雅的语言辱骂灾区人民长达近 5分钟 ,而原因

只是因为哀悼日让她 3天玩不了劲舞团网络游戏。

愤怒的网民立刻进行“人肉搜索 ”,数小时内 ,便查

出该女子的姓名、年龄、家庭住址、身份证号及其父

母亲属的信息并公之于众。据来自沈阳方面的消息

称 ,该女子的视频在网上引起网民愤怒后 ,沈阳市公

安局苏家屯区分局根据网上提供的该女子的信息资

料 ,于 21日中午 1时左右 ,在苏家屯区如意网吧将

其抓获。[ 6 ]

“人肉搜索 ”所激发的众怒 ,对于不道德的行为

人无疑是一种巨大的压力。如此巨大的道德压力 ,

是常规道德舆论所难以形成的。

4、为人排忧解难。“5·12”汶川大地震发生

后 ,由于通信、交通的大面积中断 ,失散的人们难以

知道自己亲人的生死及下落 ,灾区犹如一片信息

“孤岛 ”。尽管有关政府部门、医院、报纸、网站都在

以不同的形式 ,发布着遇难者或幸存者的信息 ,但这

些杂乱的信息即使用常规的搜索引擎也难以有效查

询。此时 ,谷歌的技术人员率先制作出了专门用于

寻找亲人的“人肉搜索 ”引擎。该寻亲搜索平台在

短期内收集了大量的急救医院和震区安置点的消

息 ,以便于急切寻找亲人的网友搜索。因为大部分

消息都是以纸质形式发布的 ,都是凭热心网友通过

手机、相机等工具拍下图片传到网站 ,再由网站技术

人员手工录入 ,这也凸现了该引擎的“人肉搜索 ”性

质。据悉 ,截至 2008年 5月 21日 ,谷歌中国的这个

平台已经收录了 344个网站的 147473个网页 ,以及

80家医院的 38284条记录。[ 7 ]

可见 ,“人肉搜索 ”不仅可以用来惩罚坏人、恶

人 ,还可以用来帮助平民百姓。

三 “人肉搜索 ”的风险 :隐私侵犯与暴力倾向

“人肉搜索 ”尽管有上述积极作用 ,但也存在着

一些必须予以重视的问题。其中 ,人们普遍担忧的

是隐私侵犯和暴力倾向这样的风险。

“人肉搜索 ”的对象林林总总 ,其中最具争议的

还是对人的搜索。来自五湖四海、成千上万个人通

过不同途径从不同角度对同一个人进行搜索挖掘 ,

很快就能掌握这个人的所有信息。“网络侦探 ”在

寻找事实真相的同时 ,往往“暴露 ”当事人的照片、

身份证号码等个人隐私。[ 8 ]

在这方面 ,“人肉搜索 ”涉及的最大问题 ,是可

能侵犯当事人隐私权。“王菲事件 ”进入诉讼程序

后 ,被称为“人肉搜索第一案 ”。在该案中 ,被告律

师认为 ,相关网站公布的信息 ,是在网络上已经可以

被搜索到的信息 ,因此不能认为是“隐私 ”,但原告

律师并不认同 ,因为在“人肉搜索 ”中 ,一些网民将

网下的当事人信息传至网上。杨涛则认为 ,当事人

的手机号码、住址、身份证号等等个人基本信息 ,只

要是当事人不愿意在大范围内公开的 ,都算“隐

私 ”。但对这些信息 ,如果当事人自愿或他人得到

当事人许可而公布在网上 ,任何人都能搜到 ,那就不

能算“隐私 ”,不过 ,要是通过相应的授权才能查看 ,

或者要通过特殊技术才能获取的 ,也算侵犯“隐

私 ”。其次 ,网民将网下小范围知晓的他人个人信

息公布在网上 ,应该视为侵犯个人隐私 ,而其他网民

或网站明知或应当知道这些个人信息非自愿公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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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他人恶意公布或转载 ,也应视为侵犯隐私。[ 9 ]

“人肉搜索 ”不仅有侵犯隐私的可能性 ,而且还

很有可能演变成“网络暴力 ”。

仍以“人肉搜索第一案 ”为例。该案又被称为

“中国网络暴力第一案 ”。“王菲事件 ”在网上付诸

“人肉搜索”后 ,王菲和他家人及第三者的一切资料

都被网友扒了出来 ,有网友聚集在王菲的单位门口

要找他“算账 ”,有人给他写了“大字报 ”,也有人打

电话说找了杀手要他的命 ,甚至他父母家也被涂上

了谩骂性质的标语。他丢了工作 ,找工作屡遭拒绝 ,

整天呆在父母家不敢出门 ,成为网络暴力的受害者。

王菲最终不堪其扰 ,将相关网友及网站告上法庭。

有人认为 ,就这个事件来看 ,从心理上来说是能

理解的 ,他的爱人跳楼自杀了 ,可能会引起公愤 ,会

对他产生一种强烈的追究意识。但是如果放到现实

生活中 ,没有任何人有权利未经许可对其进行骚扰。

王菲的隐私和名誉权不仅受到侵犯 ,而且很明显的

带有网络暴力性质 ,甚至可被称作是多数人对少数

人的暴政。这种暴政是极其不正常的 ,因为我们在

攻击他的时候 ,了解他的一切个人信息 ,可他却连这

些攻击他的人是谁都不知道。如果没有法律对这种

行为进行约束 ,网络暴力不仅会恶化网络环境 ,而且

很严重影响到人的正常生活 ,给社会带来了不良影

响。[ 2 ]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腾讯网对 2491

名公众的一项调查显示 , 79. 9%公众认为应规范

“人肉搜索”,其中 24. 8%的公众支持“立法 ,对网络

进行全面规范约束 ”。调查中 , 65. 5%公众认为“人

肉搜索 ”可能会激发人性的阴暗面、成为泄私愤打

击报复的新手段 ; 64. 6%公众认为“人肉搜索 ”侵犯

了个人隐私 ,让人丧失了基本的安全感 ; 51. 8%公众

认为“人肉搜索 ”充斥着非理性的谩骂和人身攻击、

影响不好 ; 46 %公众认为网络的匿名性使搜索者丧

失了责任感和自我约束 ; 26. 5%公众表示 ,“人肉搜

索 ”是一种新的暴力手段 ,会使社会紊乱。[ 2 ]

上述调查充分表明了公众对“人肉搜索 ”的潜

在风险的担忧 ,而 79. 9%的被调查对象认为应规范

“人肉搜索”,则说明控制“人肉搜索 ”是公众的普遍

愿望。

　　四 控制“人肉搜索 ”的途径

“人肉搜索 ”既有积极作用 ,又存在着某些潜在

的风险。因此 ,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地禁止所有“人

肉搜索 ”,而是应当对其进行必要的控制 ,通过控制

来避免可能产生的风险 ,同时又能发挥其积极作用。

对于“人肉搜索 ”的控制 ,主要通过两条途径 :

法律与道德。

2009年 1月 18日 ,《徐州市计算机信息系统安

全保护条例 》经江苏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

议通过 ,并于 2009年 6月 1日起生效。该条例对计

算机安全等级管理、保护措施、禁止性的行为、法律

责任等 ,作出了详尽规定 ,特别是对近来社会广泛关

注的“人肉搜索 ”进行了若干限制。根据这一条例 ,

未经允许 ,擅自散布他人隐私 ,或在网上提供或公开

他人的信息资料 ,对发布者、传播者等违法行为人 ,

最多可罚款 5000元 ;情节严重的 ,半年内禁止计算

机上网或停机 ;一些违法的单位 ,还可能面临吊销经

营许可证或取消联网资格的处罚。

此事一经公布 ,立即引起了一片争议。人民网

当天做了一项调查 :“徐州立法禁止人肉搜索 ,你怎

么看 ?”有超过 90 %的网民表示反对 ,认为“不利于

草根监督 ”。只有 4 %的网民表示赞同 ,认为“人肉

搜索弊大于利 ”。有意思的是 ,网易当天也做了一

项调查 :“你担心被人肉搜索吗 ?”超过 80 %的网民

表示“不担心 ,我又没做亏心事 ”。有近 15 %的网民

表示“担心 ,但反对立法禁止它 ”。[ 5 ]但是 ,网民的这

种反应实际上是基于对该条例的误读而产生的。面

对网民的担心 ,江苏省人大和徐州市人大有关人士

在接受采访时都对记者说 :徐州立法没有简单地禁

止“人肉搜索 ”。徐州市人大有关人士对记者说 ,法

规在禁止行为之前加了一个前置条件“未经允许 ”,

这表示本条款保护的是普通公民合法行为的隐私

权。法律允许的举报贪官、揭露丑恶现象 ,就不在法

律禁止范围之内。虽然网民有误解 ,但这种误解凸

显出广大民众对反腐通道可能被堵的深切忧虑。这

也从另一侧面显示出“人肉搜索 ”在打击腐败行为

中的重要作用及公众对其的高度认可。

如果《徐州市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 》

在得到清晰解释后能正确地予以实施 ,应该可以解

决“人肉搜索 ”中发生的一些问题。但这个条例只

是地方性的法规 ,其效力范围非常有限。为了控制

全国各地借助于网络的“人肉搜索 ”行为 ,应当在拟

议中的《个人信息保护法 》和《侵权责任法 》中对“人

肉搜索 ”行为进行明确的、合理的规定。为了正确

地控制“人肉搜索 ”行为 ,相关法律应对隐私和网络

暴力的内涵进行清晰的界定。

“人肉搜索 ”不仅需要法律的控制 ,而且还需借

助道德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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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信息时报 》报道 , 2009年 1月 1日 ,在网络

上出现了由中国网民自发制定的“人肉搜索公约 1.

0Beta版 ”。该公约共有 8条 ,对网友在使用人肉搜

索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均有约束 ,如第三、四条分别

如此要求 :“以网络道德为准绳 ,尽量不参与搜索他

人隐私 ”、“对他人暴露隐私尽力保护 ,保证不在公

共场所公布他人隐私 ”。但紧接着第五条又说明

“对于涉及‘贪污、腐败 ’、‘惩恶扬善 ’可以不受第

三、四条的约束 ”。[ 10 ]该公约没有法律效力 ,但体现

出道德对于“人肉搜索 ”的干预。应该说 ,这是一种

很好的趋势 ,因为对于“人肉搜索 ”的控制 ,除了必

须诉诸法律之外 ,确实还得凭借道德的力量。在

“人肉搜索”的主体具有隐匿性的情况下 ,主体的自

我道德约束就显得更为重要。

虽然法律因具有强制性而能对“人肉搜索 ”形

成有效的控制 ,但法律不是万能的 ,法律之外的“人

肉搜索 ”就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道德的制约了。问

题在于 ,所谓“人肉搜索公约 1. 0Beta版 ”的规制还

有待完善。该公约所限制的不当行为还不够全面 ,

除了侵犯隐私的行为 ,还有其他一些不当行为也应

该受到限制。另外 ,道德的运行机制主要依赖主体

的道德自觉和内在良心 ,如何提升“人肉搜索 ”主体

的道德自觉 ,仍然需要人们进行更多的思考和研究。

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 ,中国网民在隐私问题上的模

糊认识以及隐私道德的相对缺乏 ,尤其需要得到人

们更多的关注。迄今为止 ,中国学界讨论隐私问题

的伦理学论文大多仅仅涉及某些具体的、特殊的隐

私问题 ,还没有从伦理学高度为隐私或隐私权进行

一般的道德辩护的论文或著作。这一方面表明隐私

或隐私权问题已经得到某些伦理学研究者的关注 ,

同时又表明伦理学的关注程度还远远不够。而如果

伦理学在这方面没有足够的关注 ,那么 ,有关隐私保

护的法律的合理性就难以得到充分的解释 ,一般大

众的隐私观念和隐私保护意识的变化也可能会受到

旧的道德观的较大制约 ,与现代社会特别是信息时

代相称的隐私道德就难以真正确立。因此 ,加强对

隐私伦理的研究 ,为中国网民提供科学的隐私道德

指导 ,是中国伦理学研究者的当务之急。

如果我们坚持并完善控制“人肉搜索 ”的法律

途径和道德途径 ,将这两条途径或两种手段结合起

来 ,就一定能够在发挥“人肉搜索 ”的积极作用的同

时 ,也避免其可能产生的风险 ,从而使“人肉搜索 ”

得以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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