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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中国国网网络络法法治治健健步步走走过过三三十十年年

法法治治之之笔笔绘绘就就网网络络治治理理中中国国方方案案
□ 本报记者 徐强 刘欣

　　

　　三十年时间很长，可以让一个蹒跚学步的婴儿成长为一个健壮的青年；三十年时间也很短，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转瞬即逝。

　　三十年来，中国互联网实现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大渐强。目前，中国网民规模为全球第一，数字经济规模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二位，涉网络领域立法150余部……

　　三十年来，中国已成为举世瞩目的网络大国，并向着网络强国阔步迈进。

　　三十年来，伴随互联网的发展，中国网络法治建设亦栉风沐雨、向光而行。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网络法治建设，作出一系列重大

部署，依法治网被纳入全面依法治国工作布局和网络强国建设全局，实现了网络法治由起步阶段和快速发展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跃升。

　　6月18日，国家网信办发布《中国网络法治三十年》，这部全景式报告全面回顾我国网络法治建设三十年的发展历程、理念原则、经验启示和实践成效，科学展望网络法治的

美好愿景，为全球互联网发展治理贡献中国的法治智慧和法治方案。

　　激荡三十年，我国走出了中国特色依法治网之路，网络法治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

　　法者，治之端也。

　　1994年4月20日，一条64K国际专线的开通，实现了

我国与国际互联网的全功能连接，开启中国互联网

时代。

　　同年，国务院发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

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标志着我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

全保护工作走上法制化、规范化、现代化的轨道，拉开

了中国互联网法治建设的大幕。

　　“中国人离信息高速公路有多远？向北一千五百

米”。1996年，行走在北京中关村白颐路上的人们惊奇地

发现，街角处竖起一块色彩反差强烈的巨大广告牌，其

指向的是中国第一家互联网公司———“瀛海威”的网络

科教馆。很多人把它当成了路标，也有很多人沿着指示

寻找信息高速公路。这一幕，已成为中国互联网发展史

上一个经典记忆。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网易、搜狐、腾讯、新浪等互

联网企业相继成立。同时期，光明网、首都之窗、上海热

线等官方新闻门户网站和水木清华、猫扑、西祠胡同、

天涯社区、强国论坛等纷纷成立并迅速发展，中国互联

网服务逐渐兴起。

　　随着上网用户和设备数量稳步增加，一些网络问

题也逐渐显现。彼时，我国司法实践中已经出现大量网

络知识产权纠纷案，网络相关违法犯罪出现并呈增长

态势。数据显示，1994年我国计算机犯罪的最大单起案

件损失额已达1400万元。1998年我国公安机关受理信息

网络违法犯罪为100多起，1999年增至400多起。

　　加强网络领域的治理势在必行。1994年至1999年，

是接入互联网阶段，也是我国网络法治建设起步阶段，

网络法律制度开始建立，网络执法和司法活动逐步开

展，网络法治宣传教育与法学研究逐步兴起。

　　网络基础设施是互联网发展的基石，基础设施安

全与否决定了互联网设施互联互通能否顺畅实现。当

时，我国网络立法主要聚焦网络基础设施安全保护、网

络信息内容管理等方面。

　　如，1996年国务院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

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明确计算机信息网

络国际联网、互联网络、接入网络的定义，并规定了国

际联网管理、接入等制度；1997年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第五次会议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增设“非

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

填补了我国计算机犯罪罪名的立法空白；1997年底公安

部发布由国务院批准的《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

全保护管理办法》，明确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

保护原则要求，规定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的安全

保护责任、安全监督、法律责任等。

　　这一时期，网络执法和网络司法活动针对网络知

识产权保护、网络违法犯罪等涉网重点问题逐步展开。

公安机关等相关部门依法查处对网络基础设施实施的

攻击、窃密以及利用网络实施“制黄贩黄”等违法行为，

有力维护网络安全和社会秩序；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

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查处计算机软件盗版行为，

为科技事业和技术市场发展营造良好环境；法院、检察

院积极探索司法信息化建设。

　　法立于上，教弘于下。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加快推进

的同时，网络法治宣传教育相关活动也在这一时期逐

步开展。由于当时网络领域法律体系建设尚处于探索

时期，网络法治宣传教育主要内容是对综合性法律法

规进行普法。刑法、著作权法、专利法、反不正当竞争法

等法律中有关计算机犯罪、计算机软件知识产权保护

等条款，逐渐被公众了解和关注。

1994-1999 幕启

　　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

　　进入21世纪，我国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契机，积

极融入经济全球化大潮，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

　　2000年前后，曾风靡一时的“BB机”“大哥大”渐渐

退出历史舞台，直板手机、滑盖手机、翻盖手机开始流

行，到2011年，智能手机已初步普及。这期间，移动通信

从“2G跟随”到“3G突破”，4G网络也在积极布局；QQ、

飞信、微信等逐渐成为大众日常沟通交流的主要工具；

淘宝、京东等电商平台发展壮大；中国网民数量首次超

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

　　随着我国互联网基础设施日益完善，互联网技术

加快创新，互联网产业快速壮大，互联网应用迅猛发

展，对网络法治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

　　互联网发展进入快车道的同时，2000年至2011年我

国网络法治建设加快推进，网络立法转向侧重网络服

务管理和内容管理，网络安全、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

网络民事权利保护等方面的法律制度进一步完善，网

络执法机制不断创新，网络权益司法保护持续加强，网

络法治宣传教育和网络法治研究深入开展，网络法治

领域国际交流合作积极推进。

　　2000年9月，国务院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

例》，对电信网络安全和信息安全、电信设施保护、用户

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保护等方面作出规定。当月，国务

院公布《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明确对经营性互

联网信息服务实行许可制度，对非经营性互联网信息

服务实行备案制度，规定了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的

信息安全义务。

　　同年12月，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十九次会议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

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明确了保障互联网的运行

安全和信息安全相关规定，确立了刑事责任、行政责任

和民事责任“三位一体”的网络安全责任体系框架。

　　2002年6月16日凌晨，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20号院

内发生一起纵火案，致使25人死亡、12人不同程度受伤。

根据公安机关的调查，4名纵火者均为未成年人，因与

网吧服务员起纠纷而进行报复。这一事件当时在教育

界、法律界和信息产业界引起广泛的讨论，被称为“蓝

极速网吧纵火案”。

　　当年，一些地方网吧违法违规经营现象突出，特别

是黑网吧已经成为社会公害。此后不久，原文化部、公

安部等部门在全国范围开展网吧等互联网上网服务营

业场所专项治理行动。2002年9月，国务院公布《互联网

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明确了互联网上网服务

营业场所经营单位的设立与经营要求和法律责任等。

同时，该条例明确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

不得接纳未成年人进入营业场所。

　　这一时期，互联网发展给未成年人保护带来诸多

新情况、新问题，其中尤以青少年沉迷网络不能自拔最

为突出。社会呼吁立法作出回应。

　　2006年12月，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二十五次会议修订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

保护法》，针对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这一突出问题，

明确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预防和制止未成年人沉

迷网络等行为；提出国家采取措施，预防未成年人沉迷

网络，鼓励研究开发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网络

产品，推广用于阻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的新技术；规定

中小学校园周边不得设置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

所等。

　　这一时期与网络相关的新型侵权行为频发，成为

一颗影响互联网健康发展的“毒瘤”。

　　为明确网络服务提供者与侵权行为人的责任，2009

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以“互联网专

条”的形式对网络侵权作出规定，明确了网络用户、网

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责任，网

络服务提供者未按规定采取必要措施的，与网络用户

承担连带责任。

　　互联网信息服务市场的竞争同样受到关注。2010年

11月3日，腾讯宣布在装有360软件的电脑上停止运行

QQ软件，用户必须卸载360软件才可登录QQ，面对两大

软件的艰难“二选一”，诸多网民显得无辜又无奈。而双

方公司为了各自利益，从2010年到2014年，上演了一系

列互联网之战，并走上了诉讼之路，成为互联网反不正

当竞争的典型案例。

　　为规范互联网信息服务市场竞争秩序，2011年12

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规范互联网信息服务市场秩

序若干规定》，对恶意干扰、恶意不兼容等侵犯互联网

信息服务提供者合法权益的行为，以及限定用户“二选

一”、擅自修改配置、干扰用户选择等侵犯用户合法权

益的行为作了禁止性规定，为我国互联网不正当竞争

行为治理作出了有益探索。

　　这一时期，我国逐步拓展网络执法领域，聚焦网络

音视频等重点领域开展执法，加强网络知识产权保护。

规范管理未成年人上网场所和游戏市场，保障未成年

人网络权益。持续整治网络恶意程序、网络淫秽色情、

垃圾邮件和垃圾短信、网络违禁品交易、网上非法广告

等违法活动，维护网络运行安全，规范网络传播秩序

和市场秩序。

　　为应对网络犯罪活动增多态势，司法机关

针对传播淫秽电子信息、网络赌博、网络诈

骗等案件的法律适用出台司法解释，探

索制定网络犯罪领域的司法规则。

　　此外，网络法治宣传教育创

新开展。通过建立专门普法网

站等方式，逐步探索利用互

联网平台开展法治宣传

教育，宣传教育内容

不断丰富，网络相

关法律法规宣

传力度持续

加强。

2000-2011 跃进

　　党的

十八大以来，

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进入新时代，中

国网络法治建设也步

入高质量发展阶段。

　　短视频个性化推荐、智

能人脸识别、智能网联汽车……

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

5G、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推动互联网

日益与传统行业领域相互渗透、逐渐融

合，各种依托移动设备的新行业、新业态不

断涌现。互联网高速发展越来越深刻改变着人

们的生产生活。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如何以

良法善治保障新业态新模式健康发展，成为摆在新时代

中国网络法治建设面前的一道时代命题。

　　2014年2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

小组第一次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明确提出要从国际国内大势出发，

总体布局，统筹各方，创新发展，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网络强国。

　　同年8月，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授权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负责

互联网信息内容管理工作的通知》，授权重新组建的国家网信办负责全国互

联网信息内容管理工作，并负责监督管理执法。

　　同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共中

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加强互联网领域立法，

完善网络信息服务、网络安全保护、网络社会管理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依法规

范网络行为”。

　　……

　　2012年至今，我国网络立法逐步趋向全面涵盖网络信息服务、信息化发展、

网络安全保护等在内的网络综合治理，步入新时代高质量发展阶段。

　　2017年6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施行，落实网络实名制，确立

了维护网络产品和服务安全、网络运行安全、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等制度措

施，保障网络和信息安全。

　　2019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施行，全面规范电子商务经

营行为，明确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和平台内经营者责任，维护公平市场竞争秩

序，加强消费者权益和知识产权保护。

　　2021年9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施行，针对数据安全存在的

风险隐患、建立完善数据分类分级管理、风险监测预警与应急处理、数据安全

审查制度。同时，支持促进数据安全与发展、推动政务数据开放利用，提升国家

数据安全保障能力，促进数据依法合理有效利用。

　　同年1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施行，聚焦人民群众的关

切，在有关法律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完善个人信息保护应遵循原则和个人信

息处理规则，明确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中的权利义务边界，健全个人信息保护工

作体制机制，切实维护公民个人信息权益。

　　2022年12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施行，全面构建电

信、金融、互联网等行业的综合治理制度，是一部专门为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

骗活动的法律，是一部“小切口”法律，为预防、遏制和惩治电信网络诈骗活动

提供了法律支撑。

　　……

　　同时，我国持续推进传统法律规范向网络领域延伸。2020年5月28日第十三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对网络新业

态下的民事权利保护作出专门规定，以专条对数据和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做

了原则性规定等。2015年8月29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

六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增设“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

全管理义务罪”“非法利用网络信息罪”等；2020年12月26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

一）》，将“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这一行为方式明确为侵犯著作权罪犯罪

行为方式之一……

　　与网络领域相关的法律修改完善也在紧锣密鼓推进。如，修改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食品安全法、广告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等，针对网络交易消

费者权益保护、网络平台食品安全责任、互联网广告发布、互联网领域不正当

竞争和垄断等，完善相关制度规范。

　　为系统构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制度体系，《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2024年1月

1日起施行，明确了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原则要求和监督管理体制、未成年人网络

素养促进、网络信息内容规范、个人信息网络保护、网络沉迷防治等制度。

　　法律法规不断完善的同时，国家网信办等有关部门还发布了《互联网新闻

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互联网用户公众账号信息

服务管理规定》《网络安全审查办法》《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等

规章及规范性文件。

　　截至目前，我国制定出台网络领域立法150余部，基本形成了以宪法为根

本，以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为依托，以传统

立法为基础，以网络内容建设与管理、网络安全和信息化等网络专门立法为主

干的网络法律体系，搭建起我国网络法治的“四梁八柱”，为网络强国建设提供

了坚实的制度保障。

　　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近年来，我国网络执法活

动聚焦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以及国家安全等重点领域和新

兴领域，保障网络空间规范有序。

　　“清朗”“净网”“护苗”等系列专项行动深入推进，加大对人民群众反映强

烈的网络淫秽色情、虚假信息、网络暴力、算法滥用、未成年人沉迷网络等问题

的治理力度。常态化组织开展打击网络侵权盗版“剑网”专项行动，持续整治网

络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网络违法广告等突出问题，依法制止平台经济领域的垄

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

　　知法懂法，方能守法敬法。互联网进入寻常百姓家的同时，网络法治宣传

教育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互联网＋普法”新模式不断拓展。宪法宣传周、民法典

宣传月、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等主题宣传持续深化。全国网络普法行、全国网

信普法进校园、全国网信普法进网站等普法活动创新开展。

　　2022年7月12日，世界互联网大会成立大会在京举行。世界互联网大会国际

组织始于中国、属于世界，是顺应信息化时代发展潮流、深化网络空间国际交

流合作的重要举措，也是中国为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参与网络空间国际

治理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的见证。

　　2023年3月16日，《新时代的中国网络法治建设》白皮书发布，这是我国第一

部关于网络法治建设的白皮书，全面介绍了新时代中国网络法治建设情况，分

享了中国网络法治建设的经验做法。

　　古人云，“三十而立”。站在中国网络法治建设三十年的历史起点上，筑法

治之基、行法治之力、积法治之势，我们必将不断开拓新时代网络法治工作的

新局面，让互联网更好地造福国家和人民。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在互联网星辰大海般的征途中，中国网络法治

建设行稳致远，驶向未来。

2012-今 鼎成

　　“互联网进入中国，不是八抬大轿抬进来的，是从羊肠小道走出来的。”作为中国接入互联网的重要推动者之一，时任中国

科学院副院长的胡启恒院士曾用这样一句话来形容中国互联网发展的一路坎坷。

　　而如今，我们从羊肠小道走上信息高速公路，走出康庄大道，走向世界。

　　三十年来，我国互联网实现跨越式发展，走过了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三十年的互联网发展历程，也是我国持续推进依法

治网、推动互联网在法治轨道上健康运行的历程。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努力构建完备的网络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网

络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网络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网络法治保障体系，网络法治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网络立法、网络执法、

网络司法、网络法治宣传教育、网络法治研究、网络法治国际交流合作一体推进，走出了一条既符合国际通行做法，又有中国

特色的依法治网之路。

网网络络法法治治建建设设三三十十年年大大事事记记

⑤⑤

图⑦ 1998年8月6日，高新技术产品博览会在北京展览馆举办。 （视觉中国）  

图⑧ 1996年6月3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成立。 （来源网络）  

图⑨ 1996年，北京中关村街头，竖起中国第一家互联网公司“瀛海威”广告牌。 （来源网络）  

⑥⑥

　　图① 2023年11月8日，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开幕。 （新华网）   

　　图② 2023年9月10日，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网络安全博览会现场。

（视觉中国）  

　　图③ 2017年8月18日，中国首家互联网法院——— 杭州互联网法院在浙江杭州

正式挂牌。 （视觉中国）  

　　图④ 2008年8月16日，某正版软件商店内，顾客在选购国产正版杀

毒软件。 （视觉中国）

　　图⑤ 2006年，福州市某网吧禁止未成年人入内的标

识牌。  （来源网络）

　　图⑥ 2002年，《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

管理条例》施行，上海某网吧柜台上写着

“上网前，请您登记身份”。

（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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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1月

1日，我国第一

部专门性的未

成年人网络保

护综合立法《未

成年人网络保

护条例》施行。

　　2023年8月

15日，《生成式

人工智能服务

管 理 暂 行 办

法》施行，该办

法是全球首部

生成式人工智

能专门立法。

　　2023年3月

16日，《新时代的

中 国 网 络 法 治

建设》白皮书发

布，这是我国第

一 部 关 于 网 络

法 治 建 设 的 白

皮书。

　　2021年11

月1日，我国第

一部个人信息

保护专门法律

《中 华 人 民 共

和国个人信息

保护法》施行。

　　2021年9月1

日，《中华人民共

和国数据安全法》

施行，这是我国首

部数据安全领域

的基础性立法。

　　2017年6月1

日 ，我国第一部

全面规范网络安

全和信息化的基

础性法律《中华

人民共和国网络

安全法》施行。

　　2014年11月

19日至21日，首

届世界互联网大

会在浙江乌镇举

行。同年11月24

日，首届国家网

络 安 全 宣 传 周

启动。

　　2004年10月

1日，《湖南省信

息 化 条 例 》施

行，该条例是我

国 信 息 化 方 面

具 有 代 表 性 的

地方性法规。

　　2002年11月15

日，《互联网上网服

务营业场所管理条

例》施行，该条例明

确了互联网上网服

务营业场所经营单

位的设立与经营要

求、法律责任等。

  1 9 9 7年5月

30日，《中国互联

网络域名注册暂

行管理办法》发

布，该办法确立

了中国互联网域

名体系结构和管

理制度。

  1997年3月

14日，《中华人民

共和国刑法》修

订，此次修订增

加了非法侵入计

算机信息系统罪

和破坏计算机信

息系统罪。

　　1994年4月

20日，中国接入

国 际 互 联 网 的

64K国际专线开

通，实现与国际

互联网的全功能

连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