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什么是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

　　《条例》明确了对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的定义，指通过在公共场
所安装图像采集设备及相关设施，对涉及公共安全的区域进行视频图像信息
收集、传输、显示、存储的系统。

●在公共区域安装安全视频系统，由谁负责？

　　《条例》第七条规定，城乡主要路段、行政区域道路边界、桥梁、隧
道、地下通道、广场、治安保卫重点单位周边区域等公共场所的公共安全视
频系统，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按照建设规划组织有关部门建设，纳入公
共基础设施管理，建设、维护经费列入本级政府预算。
  下列公共场所涉及公共安全区域的公共安全视频系统，由对相应场所负
有经营管理责任的单位按照相关标准建设，安装图像采集设备的重点部位由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各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指导确定：
  （一）商贸中心、会展中心、旅游景区、文化体育娱乐场所、教育机
构、医疗机构、政务服务大厅、公园、公共停车场等人员聚集场所；
  （二）出境入境口岸（通道）、机场、港口客运站、通航建筑物、铁路
客运站、汽车客运站、城市轨道交通站等交通枢纽；
  （三）客运列车、营运载客汽车、城市轨道交通车辆、客运船舶等大中
型公共交通工具；
  （四）高速公路、普通国省干线的服务区。
  在前两款规定的场所、区域内安装图像采集设备及相关设施，应当为维
护公共安全所必需，除前两款规定的政府有关部门、负有经营管理责任的单
位外，其他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安装。

●哪些区域不能安装图像采集设施？

　　《条例》明确，并非所有的公共场所都可以安装视频图像采集设施，易
侵犯隐私的区域禁止安装。公共场所的下列区域、部位禁止安装图像采集设
备及相关设施：
　　旅馆、饭店、宾馆、招待所、民宿等经营接待食宿场所的客房或者包间
内部；
　　学生宿舍的房间内部，或者单位为内部人员提供住宿、休息服务的房间
内部；
　　公共的浴室、卫生间、更衣室、哺乳室、试衣间的内部；
　　安装图像采集设备后能够拍摄、窥视、窃听他人隐私的其他区域、
部位。
　　对上述区域、部位负有经营管理责任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加强日常管
理和检查，发现在前款所列区域、部位安装图像采集设备及相关设施的，应
当立即报告所在地公安机关处理。

●个人能否在自家门口安装摄像头？

　　专家表示，人民法院裁判的思路通常是判断该摄像头的安装方式、角度
和监控范围，不应当影响周围邻居，并且侵犯他人隐私。例如，如果摄像头
能够直接拍摄到邻居的人脸以及邻居门口人员来往情况，那么就超出了法律
规定的“保护自身人身安全、财产安全”的必要限度，存在侵犯邻居隐私的
嫌疑。

●违法安装图像采集设施会面临哪些处罚？

　　对违法安装图像采集设备设施，或者非法对外提供、公开传播视频图像
信息的，没收设备设施、删除视频图像信息、给予罚款处罚；偷窥、偷拍、
窃听他人隐私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非法获取国家秘密、军事秘密
的，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对未履行日常管理和检查义务并造成严重后果的经营管理单位或者个
人，给予罚款处罚，根据情节轻重责令暂停业务或者停业整顿、吊销业务许
可或者营业执照。

　 明明已经取了快件，却收到“取件码”短信：若有疑问请拨打快递员电
话……假如遇到类似情况，你会拨打短信中的电话吗？对此，寒亭公安提醒，
这种情形可能是不法分子冒充客服进行诈骗，请市民擦亮眼睛，防止掉入
陷阱。
　　真实案例
　　近日，市民吴女士收到一条取件短信，称其有一个快件已到“菜鸟驿
站”。吴女士回想起自己在某平台购买的快件已经签收了。为确认情况，她拨
通了短信上“快递员”的电话，对方称不清楚情况，稍后会有“客服”联
系她。
　　过了不久，吴女士接到自称是某电商平台“客服”的电话，对方称快递信
息搞错了，提示吴女士开通了“百万保障”，不取消会扣费。听到要扣费，吴
女士顿时慌了神，便按照对方的指示在某平台操作，一旁的邻居听出了异常便
报警求助。
　　民警抵达了解情况后，判断吴女士遭遇了冒充客服的诈骗。在民警的及时
劝阻下，吴女士银行卡中的30余万元被成功保住。
  套路解析
　　相关民警介绍，这是典型的“1+1＞2”复合式电信骗局，套路如下：
　　第一步，诈骗分子盗取潜在受害人的购物信息，如收件地址、电话号码
等，冒充物流快递公司精准发送取件短信。
　　第二步，诈骗分子冒充快递员或平台客服层层铺垫，添加微信好友、拉入
群聊，引受害人入套。
　　第三步，诈骗分子借开通“百万保障”“平台会员”等理由，制造“不关
闭就要扣费”的恐慌，突破受害人心理防线进行诱导诈骗。
　　第四步：诈骗分子诱导进行屏幕共享或点击钓鱼链接，让受害人输入银行
卡号、验证码等信息进行身份验证时盗取信息，骗取资金。
　　警方提醒
　　如果确认自己已经收件或没有网购，但仍收到领取快件的通知，请到快递
公司官方App查询，联系快递公司官方客服核实，不要回拨陌生号码。不接受
屏幕共享操作，不点击陌生链接填写信息，不向“安全账户”转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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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监控设备 先了解这些法律知识

□本报记者 王晓萌 整理

“笑气”不好笑 危害真不小

□本报记者 王晓萌 

　　“吸一口，笑到停不下来”“嗨气球”“奶油气弹”“甜甜的快乐气
体”……这些听起来无害的词汇指的都是同一样东西——— “笑气”。临朐公安
提醒，非法吸食“笑气”要不得，不仅危害个人身体健康，还会影响社会公共
秩序。
　　真实案例
　　日前，临朐县公安局接到热心群众匿名举报称，有人在辖区非法吸食“笑
气”。接到举报后，临朐县公安局情指中心立即发起“一案一协同”，指令禁毒
大队、辛寨派出所民警迅速赶往现场进行查处，当场抓获吸食“笑气”人员三名。
　　经审讯，违法嫌疑人张某某等三人对其吸食“笑气”的违法事实供认不
讳。目前，张某某等三人因涉嫌非法使用危险物质已被公安机关依法予以行政
处罚。
  “笑气”的危害
　　民警介绍，“笑气”化学名为一氧化二氮，在人体内的弥散速度很快。人
体吸入高浓度的“笑气”后，血氧饱和度会迅速下降，出现缺氧，导致头晕、
胸闷、肢体不受控制等一系列症状。长期大量吸食“笑气”会影响人体维生素
B12的代谢，进而导致神经损伤。最典型的症状就是手脚麻木无力、行走不稳
等，严重的会致残或因缺氧而窒息死亡。大量吸入“笑气”后还会产生致幻、
谵妄、神志错乱、视听功能障碍和肌肉收缩能力降低等一系列副作用。重度成
瘾者会产生幻觉，表现狂躁并伴随暴力攻击性行为。
　　警方提醒
　　对于如何防范吸食“笑气”，民警作出以下提示：
  不听人蛊惑，不受人引诱。花言巧语背后可能暗藏陷阱，防止上当。
　　不要放任好奇心，吸食“笑气”极易成瘾，以身试吸一定会付出惨痛的
代价。
　　不要模仿“笑气”吸食者。吸食“笑气”是一种愚昧的行为，会严重摧残
身心健康。
　　在公共场所，不要轻易接受他人送的饮品或“玩具”。
　　如果遇到有人吸食“笑气”，一定要远离，并在保证自身安全的情况下，
积极向公安机关举报。尤其是青少年，应充分了解“笑气”的危害，自觉抵制
滥用“笑气”的行为，千万不要因好奇心作祟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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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系统性规范公共安全
视频管理的行政法规《公共
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管理
条例》（以下简称《条例》）
正式施行。哪些区域禁止安装
图像采集设施？自家门口能
安装摄像头吗？一起看

《条例》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