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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手机短信是当前人们广泛使用的信息沟通方式。
手机短信的广泛使用，在给人们带来极大方便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法律问题。
本书就手机短信的法律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介绍了手机短信的发展历史和应用情况，探讨了
手机短信法律关系、手机短信著作权及其保护、手机短信隐私权及其保护、手机短信广告的法律规制
、垃圾短信的治理对策、手机短信诈骗的治理对策、手机短信证据、手机号码实名制等问题。
本书附录部分收录了国内外手机短信方面的相关法律文件。

本书可作为通信管理机关工作人员、通信行业从业人员、法律工作者的工作参考书，也可作为高等院
校通信专业、法学专业和其他相关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学习资料或教学参考书，还可作为通信、法
学等领域研究人员的研究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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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手机短信诈骗及其治理对策
　一、手机短信诈骗的含义及类型
　二、手机短信诈骗泛滥的成因
　三、手机短信诈骗的治理对策
第八章　手机短信证据研究
　一、手机短信证据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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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手机短信证据的收集
　四、手机短信的证据效力
附录一　我国有关短信的法律、法规、规章　和规范性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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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产业部关于规范短信息服务有关问题的通知
　信息产业部关于针对社会反映热点问题加强信息服务业务市场重点整治的通知
　信息产业部关于治理当前电信服务热点问题的指导意见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信息产业部关于禁止发布含有不良内容声讯、短信息等电信信息服务广告
的通知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对短信和声讯服务广告播出管理的通知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电话和手机短信参与的有奖竞猜类广播电视节目管理的通知
　⋯⋯
附录二　其他国家有关手机短信的法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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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基础电信运营商的权利和义务　　就基础电信运营商而言，其对电信用户享有的主要权利为收
取短信服务费的权利。
对应电信用户支付短信服务费的义务，基础电信运营商享有收取短信服务费的权利。
电信用户享受或需要享受短信服务，就需要按照约定的金额、时间和方式支付短信服务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的规定，电信用户逾期不缴纳短信服务费用的，基础电信运营商可
以要求用户补交短信服务费和支付违约金。
对超过收费约定期限30日仍不交纳短信服务费的电信用户，基础电信运营商可以暂停向其提供短信服
务。
电信用户在基础电信运营商暂停服务60日内仍未补交短信服务费和违约金的，基础电信运营商可以终
止提供服务，并可以依法追缴欠费和违约金。
当然，如果电信用户补足短信服务费用和支付违约金，应在48小时内恢复暂停的短信服务。
　　这里值得讨论的是，基础电信运营商对用户发送的短信是否享有监控权。
对此，理论界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
有的人认为基础电信运营商对短信进行监控没有法律依据，且严重侵犯电信用户的通信秘密权和隐私
权。
有的人则认为，基础电信运营商对短信进行审查和监控，既有法律依据，也非常必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第62条规定：“在公共信息服务中，电信业务经营者发现电信网络中传
输的信息明显属于本条例第五十七条所列内容的，应当立即停止传输，保存有关记录，并向国家有关
机关报告。
”信息产业部《关于规范短信息服务有关问题的通知》（信部电[2004]136号）第6条也明确规定：“
信息服务业务经营者在采集、开发、处理、发布短信息时，应对短信息的内容进行审查，短信息中不
得含有国家明令禁止的内容”。
依据上述规定，基础电信运营商似乎对短信具有审查的权利。
我们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第66条的规定，只有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或者人民
检察院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才能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电信内容进行检查。
据此，依据现有法律规定，基础电信运营商无权对短信内容进行审查或监控。
不过，为了有效遏制垃圾短信，维护正常的通信秩序和社会秩序，我们建议法律赋予基础电信运营商
对电信内容一定范围的监控权。
当然，为防止基础电信运营商滥用或不当行使监控权，有效保护用户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权，必须
严格限制基础电信运营商的监控范围，并明确规定监控条件和程序以及滥用监控权的法律责任。
　　⋯⋯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手机短信法律问题研究>>

编辑推荐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网络经济的发展，现有法律面临着诸多冲击和挑战。
如何因应这种挑战，建构适应网络经济和网络空间需要的法律体系已成为一个极具现实意义的研究课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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