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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网络治理法律问题研究
推动互联网治理与法治协调发展*

本文节选自作者2016年11月18日在第十一届中国法学青年论坛开幕上的讲话。*

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也是互联网治理的根本之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要坚持依法治网、依法办网、依法上网，让互联网在法治轨道上健康运行。

牢牢把握新机遇，勇于迎接新挑战，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与互联网主动融

入、主动互动、相向而行，共同加强对网络治理领域重点难点问题的研究，重视

解决互联网治理中的法律问题和司法难题，推动互联网治理与法治协调发展。

曹建明 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 

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互联网时代，互联网以其高速度、大容量、交互性和

开放性，迅速融入到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社

会治理方式，深刻影响世界发展的前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互

联网事业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就互联网发展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

从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出发，鲜明提出“建设网络强国”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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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和目标任务，描绘了建设网络强国的宏伟蓝图。在党中央正确领导下，

我国互联网事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

网络是把双刃剑，在创造人类生活新空间、推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同

时，也带来大量的风险或安全问题，带来复杂的社会管理和法律问题。特别

是，基于互联网技术的开放性、虚拟性和超越时空性等特点，借助互联网平

台、利用互联网技术实施的犯罪行为日益突出，网络犯罪在我国已经成为常

态化的犯罪，严重影响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严重危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

比如，网络入侵、网络攻击等非法活动，严重威胁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传统

违法犯罪向网上蔓延，严重影响公共安全。由于互联网“不受时空限制”，

网络跨国境犯罪更为突出，不少网络犯罪的行为地与结果地往往不在同一个

地方甚至不在同一个国家。随着大数据广泛应用，数据主权已成为继边防、

海防、空防之后又一新的国家主权领域。互联网的发展和治理，已经与国家

长远发展和长治久安密切相关，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密不可分。

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也是互联网治理的根本之策。习近平总书

记强调，要坚持依法治网、依法办网、依法上网，让互联网在法治轨道上健

康运行。在互联网飞速发展的20多年里，我国始终坚持依法治网，加快互联

网领域立法进程，依法整治网络违法犯罪，强化网络空间治理，网络秩序日

渐规范，网络环境日渐净化，网络正能量日渐增加，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

色的互联网治理之路。实践证明，重视互联网与法治协调发展，是互联网快

速发展的保证，也是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法学界和司法实务界作为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力量，在促进网络依法规

范有序运行方面承担着重要责任，发挥着重要作用。面对互联网时代，法学

界和司法实务界要牢牢把握新机遇，勇于迎接新挑战，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

态，与互联网主动融入、主动互动、相向而行，共同加强对网络治理领域重

点难点问题的研究，重视解决互联网治理中的法律问题和司法难题，推动互

联网治理与法治协调发展。

一要共同深入研究如何完善网络治理法律体系。适用于互联网的法律，

不仅包括传统法律在互联网领域的适用，也包括对互联网特殊问题进行规制

的法律。习近平总书记突出强调要加快网络立法进程，完善依法监管措施，

化解网络风险。2015年7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国家安全法》，2016

年10月又审议通过了《网络安全法》。但面对互联网的迅速发展，法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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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不够健全，影响互联网治理成效。法学界和司法实务界要紧密联系社会治

理和执法司法实践，深入研究网络治理对法治的需求，提出高质量的立法建

议，推动制定相关法律法规，为规范网络行为、惩治网络犯罪、净化网络空

间提供法律保障。

二要共同深入研究如何适应网络犯罪的新特点，加大惩治网络犯罪的

力度。网络犯罪与一般刑事案件相比，隐蔽性、智能化特点明显。当前惩治

网络犯罪无论是在证据收集、固定、认定，还是在案件管辖、法律适用等方

面，都还面临不少难题。要进一步统一执法思想，落实异地管辖等规定，坚

决惩治网络攻击、网络入侵、网络窃密等犯罪，坚决惩治利用网络敲诈勒

索、诈骗、赌博、制造传播谣言、传播淫秽信息、窃取公民个人信息、侵犯

个人隐私、侵犯知识产权等犯罪，切实维护国家网络空间主权、安全和发展

利益，切实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促进经济社会信息化健

康发展。

三要共同深入研究如何树立互联网思维，应用网络新技术，提升参与网

络发展和治理的能力水平。互联网信息技术不仅为执法司法机关加强管理、

深化公开、提升效能提供了重要支撑，也为惩治网络犯罪提供了重要手段。

互联网治理需要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以技术对技术，做到魔高一尺、道

高一丈。政法机关必须充分运用信息网络技术，从中汲取科技力量和创新智

慧，提升执法司法工作现代化水平。

四要共同深入研究如何推动全社会形成合力，推动社会治理，从源头上

遏制网络犯罪高发势头。比如，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已成为社会公害。

特别是2016年9月，山东徐玉玉等3名大学生遭遇电信诈骗后猝死或自杀，引

发舆论高度关注。电信网络诈骗与互联网犯罪相互交叉，不少电信诈骗的上

游犯罪就是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破坏公用电信设施、破坏计算机信息系

统等犯罪。惩治此类犯罪，必须强化源头治理和综合治理。要推动执法司法

机关与金融、电信以及互联网企业合作，加大对网络犯罪产业链打击力度。

要结合执法司法机关办理的各类网络案件，分析网络管理的薄弱环节和突出

问题，及时向有关部门提出加强管理、建章立制的建议，促进提高互联网治

理法治化水平。

（责任编辑：杨  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