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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互联网的法治建设与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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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互联网已经成为当今社会最重要的传播媒介，并越来

越深刻地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 互联网在快速传播海量信息，给人们带来极

大便利的同时，也产生了如网络谣言传播、网络诈骗等一系列新的问题。 本文探讨了互联网法

治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以及互联网法治建设的法律依据及其进展，同时探讨了促进互联网

健康发展的非法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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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互联网正越来越

深刻地影响并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 它

既能传递正面积极的能量，也能传递负面消极的

能量。 正如原子能既可以用于和平目的，造福人

类，又可以用于战争，危害人类，问题的关键在于

人们如何利用它。 加强互联网的健康发展不仅具

有巨大的现实意义，也会产生深远的历史影响。

一、加强互联网法治建设的重要性和

必然性
互联网具有传递下述正能量的功能与作用：
１．互联网具有政策导向功能。 随着中国经济

社会的发展和电子信息化的推进，从中央到省、
市、地、县各级政府都相应建立了电子政务平台，
并通过电子政务网络发布各级政府的规划、政策、
法规和办事程序等。 由于互联网具有容量大、传
播速度快、及时更新的特点，从发展趋势来看，互
联网正日益成为发布政策和法规的主要平台，而
报纸和电视则日益成为辅助平台。

２．互联网具有知识、信息的传播功能。 自上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中国已出现了遍布各行业的专

业网，以农业为例，农业部已建立了以中国农业信

息网为核心，集 ２０ 个专业网为一体的全国网站，
对传播农业信息发挥了重要作用。

３．互联网具有学习、教育功能。 互联网不仅

收集了各种专业学术期刊，还储存了大量的电子

图书。 互联网不仅成为一个学习平台，还承担着

网络远程教育的任务。
４．互联网的广告功能和求职功能。 由于互联

网具有传播快、传播远、信息易保存、易查阅、互动

性强的特点，因而它日益成为商品、技术信息、人
才、劳动力、资金等生产要素的供需发布平台，人
们通过它寻求工作、购买商品。 互联网发挥着引

导生产要素在区域之间、城乡之间、产业之间流动

的功能与作用。
５．互联网的监督维权功能。 互联网监督和维

权的功能与作用是由互联网的互动性、开放性、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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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性、及时性特点所决定的。 中国在由发展中国

家向发达国家迈进的现代化进程中，在由计划经

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中，涌现出大量的、
经常性的矛盾与冲突，这些矛盾和冲突一方面表

现为某些官员和既得利益集团凭借强势地位滥用

权力，需要媒体进行监督；另一方面表现为弱势群

体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需要维权，需要借助公

众力量的支持。 互联网就是监督和维权重要有效

的途径，这已为许多案例所证明。
６．互联网具有网络问政，促进社会主义民主

政治发展的功能与作用。 以惠州市为例，２００８ 年

８ 月惠州市在《今日惠州网》正式开通“惠民在

线”论坛，率先在全国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网络问

政机制。 从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到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惠民在

线信息摘报》共编写 ８０ 期摘报，解决现实生活中

的 ３８６ 个问题。 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网络

问政这一新形式将日益广泛和深入。
７．互联网具有沟通政府与公众、非政府组织

与公民之间的意愿、信息的功能与作用。
８．互联网的娱乐功能。 健康的娱乐活动具有

“寓教于乐”的特点，它形象地向人们传播真善美

的理念，批判假恶丑的思想，使人们感悟到个体与

个性，个体与群体，个体与国家，个体与社会，个体

与自然的正确关系，感受到科学与民主的好处，专
制与愚昧的弊端。

此外，互联网还有其他功能与作用，本文不再

列举。 可以这样说，互联网在当代已是人们认识

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的、有效的工具。 但是，不
正确地使用这一新媒体，也会给社会造成巨大的

危害。
互联网传输负能量主要有以下形式：
１．利用互联网侵犯公民的人身权。 人身权是

指与公民、法人、人身密不可分、是没有财产内容

的民事权利，它包括姓名权、生命健康权、肖像权、
名誉权、隐私权等。 例如，利用互联网假冒他人姓

名发表文章，利用互联网捏造事实，散布流言蜚语

等行为均是对公民人身权的侵犯。
２．利用互联网进行各种诈骗活动。
３．利用互联网开设网络赌场，开办黄色淫秽

网站，谋取不正当经济利益。
４．利用互联网传播迷信、反科学的信息，传播

邪教的内容，吸收邪教成员。
５．利用互联网散布谣言，引起社会恐慌和混

乱。 如散布虚假的“地震” “恐怖活动” “兵变”等
信息，扰乱正常的社会秩序。

６．利用互联网进行“网络恶搞”。 所谓“网络

恶搞”是指利用互联网的文字、图片、动画、视频

等手段对经典著作、明星名人、公序良俗进行歪曲

和丑化或是调侃和搞笑。 如对四大文学名著和公

认的英雄人物进行恶搞，它实际是一种建立在历

史虚无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基础上的低俗文化，
易形成负能量。

７．利用互联网散布反动言论，攻击国家的根

本政治制度，散布分裂国家和疆独、藏独等言论。
８．利用互联网实施黑客行为，攻击正常合法

网站或刺探个人或组织的机密。
如果不及时加强互联网的法治建设，上述传

播负能量的行为将会愈演愈烈，对整个社会将会

造成难以估量的危害后果：
第一，过去信息发布权和话语权主要掌握在

报纸、杂志、广播和电视四大传统媒体手中。 受众

处于被动地接收信息的状态，对信息获取的主动

权和选择性较低。 而互联网的出现打破了这一界

限，成为社会各个阶层，各种利益集团、各色人物

表达思想、感情、利益、意愿的公共平台。 中国正

处于向现代化推进的大变革时代，社会利益和矛

盾日益增多和复杂，各种思潮泛滥。 如果对各种

传播负能量的互联网信息不加以规范，不但易造

成全社会的思想混乱，价值标准、道德标准缺失，
也会使人民的民主权利得不到保障，影响正能量

的传播。
第二，互联网的特点之一是开放性，它传播负

能量的形式会受到国外一些组织或群体的关注、
利用、支持和放大，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国家主

权和安全造成危害。

二、互联网法治建设的法律依据及其

进展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民主制度的法律

化，是制定其它一切法律的依据。 宪法第 ３７ 条规

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

犯”；第 ３８ 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

尊严不受侵犯。”第 ４０ 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
以宪法为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第十一次全国人民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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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３０ 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加强网

络信息安全的决定》。 该决定共 １１ 条，主要内容

是国家保护能够识别公民个人身份和涉及公民个

人隐私的电子信息，并规定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

政府相关部门、网络服务者在公民个人信息保护中

的法律责任。 该决定同时规定：“对有违反本决定

行为的，依法给予警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吊销

许可证或者取消备案、关闭网站、禁止有关责任人

员从事网络服务业务等处罚，记入社会信用档案并

予以公布；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

安管理处罚。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侵

害他人民事权益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决定》的出台和实施是我国互联网法治建

设的开始和巨大进步，但它既不会终止，也不是全

部。 本文对利用互联网传播负能量列举了八种主

要形式，《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仅是对

侵犯公民的人身权的行为进行了相关法律规定，
并制定了法律保护措施。 对于其他七种形式的互

联网有害行为，尚未看到具体的法律对其加以规

制。 其实在一些部门法中可以看到一些零散的相

关规定。 例如，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可以看到

反经济欺诈行为的规定；在《未成年人保护法》中
有提供适宜其生长的社会环境，包括提供适宜少

年儿童阅读的图书资料，创作和提供有益于儿童

成长的文艺作品的规定等；在《反国家分裂法》中
有关于禁止国家分裂的行为等，但是对于互联网

的法治建设，却缺少一部系统的法律来规范。
互联网的立法，应当遵循以下四项基本原则：
１．对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的保护原则；
２．对滥用权力的禁止原则；
３．对公序良俗的尊重原则；
４．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互联网立法的难点在于如何规定言论自由及

其界限。 宪法第 ３５ 条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
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第 ３６ 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 随着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人民越来越要求对公

共事务有知情权、监督权、参与权。 相对于国家机

关工作人员而言，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处于弱势

地位，公众在批评政府工作人员之时，由于信息的

不充分，事实的不准确，尖锐和激烈的言辞，有可

能就被看成谣言或人身诽谤，其在互联网上的言

论也可能被禁止，相关网站有可能被关闭。 这是

一个公民权利保护的问题，也是社会主义民主政

治发展的关键问题，实质上是如何界定公民正当

行使权利和滥用权力的界限与标准问题。
宪法规定的公民言论自由有三层含义：
１．任何公民都有平等的发言权；
２．只要言论内容不超越法律许可范围，则不

受任何非法干涉；
３．发言者不应因某种言论而带来不良后果。
言论自由并不是绝对不受限制的权利。 它将

受两方面限制，一是不得反对政府和败坏社会公

德，危害国家和社会安全；二是不得侮辱、诬告、诽
谤他人。 但这里也出现以下问题：

１．批评政府领导或某一机构是否为反对政

府？ 部分言论不实是否属于诽谤？ 其界限在

哪里？
２．像“网络恶搞”一类互联网行为违背什么样

的公德？ 法律规定的社会公德有哪些？
以上列举的问题由于缺少具体的法律规定，

这就导致互联网行为规范难，立法也难。
互联网的发展过程中，法治建设是必需的、紧

迫的，但法律不是万能的，也有其局限性。 要促进

互联网的健康发展，还需要其他非法律措施，需要

整个社会的协调和配合。

三、促进互联网健康发展的非法律

措施
互联网的健康发展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如

何促进互联网快速发展，改变互联网在中国城乡

之间、区域之间不平衡发展的状况，普及互联网的

使用；二是如何建立规范的互联网使用秩序。 本

文提出如下初步措施和对策：
１．通过政府主导改变互联网在城乡之间、区

域之间的不均衡发展现状。 大众传媒是市场信号

传播的主渠道，互联网在这一主渠道中又占有特

别重要的地位，对社会经济生活发挥着越来越重

要的影响。 满足人们对基本公共信息的需求，保
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表达权是基本公共服务的

一部分。 但由于互联网在中国城乡之间、区域之

间发展不平衡，导致许多地区不能满足城乡居民

对基本公共信息的需求。
以 ２０１１ 年为例，全国城市居民每百户家庭拥

有 ８１．８８ 台电脑，而全国农村居民每百户家庭拥

有 １７．９６ 台电脑，全国城市居民每百户家庭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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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电脑是农村居民的 ４．５ 倍。 以区域来看，上海

农村每百户家庭拥有的电脑是 ５０．２５ 台，青海农

村每百户家庭拥有的电脑是 ５．１７ 台，上海农村每

百户家庭拥有的电脑是青海农村居民的 ９．７ 倍。
由于互联网分布的不均衡，导致知识、信息在城乡

之间、区域之间不均衡传播，而知识和信息是经济

发展中越来越重要的生产要素，也是保障人民群

众获取信息和享有知情权、表达权的重要渠道。
由政府主导改变互联网在中国城乡之间、区

域之间的不均衡现状，一是要做好规划，加大财政

投入，将“村村通互联网工程”作为省、市、县级政

府的政绩考核指标。 通过政府主导促进公益性互

联网的发展；二是对公益性互联网和经营性互联

网服务商实行不同的政策，鼓励公益性互联网站

的发展；三是实行像家电下乡那样的补贴政策，对
农村居民和西部落后地区居民购电脑实行财政补

贴。 上述政策的本质是促进知识和信息在城乡之

间、区域之间的均衡传播，保障公民对基本公共信

息的需求，从而促进互联网健康发展。
２．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互联网是一个虚拟

世界但这一个虚拟世界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也不是人们主观想象的产物，而是现实世界的反

映和折射。 当现实世界存在很多不合理现象时，
人们在找不到发泄不满的渠道时，就通过互联网

发泄。 规范互联网上行为的同时，要规范网下的

社会行为，特别是规范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行为。
互联网毕竟只是社会的一个部分，这一部分受整

体的影响非常大，只有建立良好的社会氛围才能

从根本上规范互联网的行为。
３．加强对网络从业者的管理，特别是加强对

大型门户网站和著名网站的管理。 大型门户网站

和著名网站在互联网中发挥着主导作用，由于互

联网上网站数量庞大以及信息发布的海量性，互
联网的监管难度一直很大。 抓住大型门户网站和

著名网站，发挥其示范作用和表率作用，会收到较

好效果。
４．强化政府管理互联网机构或组织的责任意

识，同时提高其技术水平，保证相应的财政投入，
做到每一个县有专门的机构、专门的人员对互联

网进行监管。
５．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和道德意识，特别是

从小在学校开展相关法律意识、道德意识讲座和

网络安全教育。 青年是国家的未来，也是网络使

用的主要人群，应对其进行积极的引导和教育，帮
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６．由政府或社会公益组织设立专门的公益性

网站，通过科学的、民主的、道德的手段来揭露互

联网上的假恶丑行为。 毕竟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

武器的批判，精神的东西也只有通过精神力量来

加以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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