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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管制「大V」 委員各抒己見
隨着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在全國「兩會」前夕亮相，中國如何推進網絡立

法，怎樣借鑒國際經驗有效管理互聯網，是否應對網絡「大V」格外規管，成為「兩會」

委員們關注的熱點之一。全國政協委員、知名律師段祺華在接受本報採訪時直言，內地

現時僅以司法解釋的形式，對散佈不實網絡信息當事人予以制裁，應盡快制定互聯網專

門法律。至於網絡「大V」，段祺華認為應首當其衝加大立法規範；而全國政協常委葛劍

雄則反對專門針對「大V」立法，並強調只要觸犯法律，應當一視同仁。

■香港文匯報記者章蘿蘭

身為上海段和段律師事務所執行合夥人的段祺華
稱，計劃在「兩會」期間遞交《關於完善互聯

網相關法律法規及執法管理，增強網絡信息真實性的
控制與問責的提案》。他表示，隨着互聯網 的普
及，信息能夠瞬間抵達千家萬戶，網絡成為影響社會
心理的 重要手段、輿論交鋒的新戰場，多元文化的
角力場，但同時網絡亦是「造謠」的有效媒介，對於
不知情的公眾，不實信息可能會被當成真實信息而廣
泛散佈，造成嚴重影響，給當事人帶來巨大心理壓力
的同時，亦是對公眾獲取真實信息權利的剝奪。

懲治網絡謠言 美日韓各施各法
「何以解『謠』，唯有法律，」段祺華說，現時網

絡謠言通行全球，事實上各國亦都用法律作武器予以
回擊。他指，美國就設有《電腦犯罪法》、《通訊正
當行為法》等130項法規，對包括謠言在內的網絡傳
播內容加以規範，近年來當局更是加大對網絡造謠案
的懲罰力度，「一般情況下，美國司法部門給予新聞
媒體從業人員發佈尚未來得及核實信息的豁免權，但
網民沒有上述豁免權 ，後者不實的網上言論，常常
被定性為造謠誹謗，受到法律制裁 。」除此以外，

日本設有「網絡謠言編造罪」和「參與編造罪」 ，
韓國也有專門的《電子通信基本法》。
段祺華表示，去年中國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

察院頒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辦理
利用信息網絡實施誹謗等 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
題的解釋》，為打擊網絡造謠等行為提 供細則，但
最終僅以司法解釋的形式，提出對散佈不實網絡信息
的當事人予以制裁，並未有制定專門法律。他強調，
對於控制和管 理網絡不實信息傳播，通過司法解釋
進行刑法制裁是不夠的，更需就操作中可能會實際遇
到的問題，制定專門法律。

段祺華委員 籲從五方面規管
考慮到目前中國互聯網的特點，在段祺華看來，至

少要將以下五大方面列入新法當中。首當其衝的是規
範網絡「大V」管理，在立法中需明確製造虛假粉
絲、虛假轉評的法律責任，維護網絡誠信秩序；其次
則需規範網絡身份管理，發現違規、違法行為時可
以 快速追查源頭、取證查處；第三應規範網絡評論
管理，現時部分謠言已從主題文帖潛入評論中，相當
一部分網絡賬號專門從事負面評論活動，據此應在立

法中明確發佈文帖者對衍生評論內容負責。
此外，段祺華也提到，新法需規範網絡服務商管

理，按照責、權、利相統一的原則，強化網站、論
壇、微博等網絡公共平台服務 商的法律責任，最後
尚需規範網絡執法平台，目前部分網站、論 壇設有
網絡警察執法巡查功能，但仍主要依靠運營商自己管
理， 他建議要在立法中明確建立執法機關擁有巡
查、以及直接管理的 權限，與運營商自身管理形成
功能互補，便於及時查處違法行為。
全國政協委員、復旦大學法學院教授孫南申也對本

報表示，內地涉及互聯網領域的法律法規，確實並不
健全，未來有進一步完善 的必要，但是互聯網專門
法律究竟該如何立法、以何種形式立法 ，是全國人
大法工委用國家立法的形式來確立，或是國務院以
行 政法規的形式頒布，需慎重考慮。孫南申特別強
調立法的智慧，立法僅是第一步，法律可以有效實施
才是關鍵。他認為，若與絕大多數人利益攸關，也可
以在立法前徵求民意，以供立法者參考決策，令最終
亮相的法律更為合理。

立法需具可操作性 無需針對「大V」

應對網絡謠言
各國讓法律說話

韓國：
韓國《電子通信基本法》規定：以危害公共利益為目

的，利用電子通信設備散播虛假信息者，將處以5年以
下有期徒刑，並繳納5,000萬韓圜(約合人民幣27萬元)以
下的罰款。
日本：
日本設有「網絡謠言編造罪」和「參與編造罪」，對

製造謠言的人處最高3年監禁以及罰款。
美國：
美國設有《電腦犯罪法》、《通訊正當行為法》等

130項法規，對包括謠言在內的網絡傳播內容加以規
範。
法國：
法國法律明確規定：危害國家安全、煽動社會動亂、

煽動種族歧視、損害他人名譽、侵害他人隱私、鼓動和
推介反社會道德(例如推介自殺方法等)、不實廣告宣傳
等行為均要受到法律制裁，最高可被判處3年徒刑和4.5
萬歐元的罰款。 ■摘自段祺華提案

■規範網絡大V管理
■規範網絡身份管理
■規範網絡評論管理
■規範網絡服務商管理
■規範網絡執法平台

全國政協常委、復旦大學圖書館館長葛劍雄在接受
本報採訪時指出，出台法律法規應當針對「現象」，
而不是針對「類型」，「如果造謠，法律應該針對
造謠，如果涉黃，法律就針對涉黃，而不是針對『大
V』，無論『大V』、『小 V』，只要觸犯法律，應
當一視同仁，如果沒有觸犯法律，就交給其他網
民。」

加強網絡監管 條文清晰具體
葛劍雄指出，立法需考慮到具有可操作性，例如不

經常回家看父母就違法，什麼才不是「不經常」，這
樣的法律就缺乏可操作性 ，其次是合理不合理，例
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在司法解釋中規
定，網絡謠言轉發超500次，就可構成誹謗罪，在某
些情況下並不合理，「如果轉發者是惡意，1個人就
足夠轉500次。」
在葛劍雄看來，的確需要對互聯網加強管理，也的
確應該提倡在互聯網上要有底線，不能造謠，發言不
能不負責任，但至少在目前，制定互聯網專門法律的
條件並未成熟，「中國現有的400多部法律，以司法

解釋的形式，令其中涉及互聯網的相關條文具體
化 ，明晰化，加強互聯網立法規範，也未嘗不
可。」他指，與其他領域不同，互聯網瞬息萬變，
「通過全國人大法工委立法，如何跟得上網絡變化的
步伐？屆時追着立法都來不及。」

行網絡實名制 無礙言論自由
習近平日前在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第一

次會議上提出 ，信息技術和產業發展程度決定着信
息化發展水平，要加強核心技術自主創新和基礎設施
建設，提升信息採集、處理、傳播。葛劍雄認為，不
能只看到監管，上述發言彰顯出國家領導層對網絡正
面作用的肯定，例如未來可能在郊區、農村等建立更
多基站，將令中國互聯網的普及率與網速大大提高。
即使是監管，也未必與自由矛盾。葛劍雄說，有人
反對中國實行網絡實名制，認為實名制就限制了言論
自由。事實上，並非實名制就沒有言論自由，匿名就
一定有言論自由，「言論自由是《憲法》規定的權
利，在網絡上用實名發言，如果認為被剝奪了言論自
由，那完全可以堂堂正正地爭取，包括提出行政訴
訟；反過來講，如果用匿名發言，監管部門一樣可以
追根溯源，追究責任， 匿名也未必等同於言論自
由。」

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的最新統計顯示，截至
2013年12月，中國網民規模已達6.18億。但伴隨網
絡而來的各類嚴峻挑戰，令業界、坊間對互聯網立法
的呼籲與日俱增。據內地媒體《科技日報》報道 ，
儘管在過去10多年中，中國已經相繼出台各類與網
絡相關法律、法規、規章200多部，但與發達國家和
其他一些發展中國家相比 ，中國在信息化方面的立
法仍明顯滯後，不適應互聯網發展的需要。

着力管制多 關注發展少
據稱，美國國會及政府各部門通過與網絡相關的法
律法規數量高 居世界之首，主要涉及未成年人保
護、國家安全、保護知識產權、計算機與網絡安全等
四大領域。相形之下，中國網絡立法的效力層次較
低，部門規定難免帶有部門利益的色彩，着力管制
多， 關注發展少，對個人權利保護考慮不足，甚至
上位法規定的權利被下位法剝奪的情況在中國互聯網

的管理中時有出現，因此應盡快補足中國網絡立法的
短板。
此前有專家建議，中國的基礎設施基本上都有一部

行業基本法 ，如郵政法、鐵路法等，但缺電信法和
廣電法，當前尤為需要網絡與信息安全法和個人信息
保護法。此外，信息安全的監管也需要有法律來界
定，應明確規定信息監管的適用對象，把監管納入法
制軌道，既要打擊網絡犯罪，又要保障公民的言論自
由，同時要塑造一個良性有機的立法環境，在 立法
層面需要考慮如何讓社會各類主體參與到網絡社會的
管理和建設。

何以解何以解網網

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小組日前成立，並由習近平任
組長。段祺華認為，建立統一的監管機構實施管理，對
中國互聯網的健康發展，是一大利好。他指在互聯網內
容管理體制上，此前內地承襲了傳統的監管模式，即根
據互聯網內容的歸屬領域，分別由相關部門實施專項管
理，甚至令參與互聯網管理的政府部門達到了16 個之
多。
「從國家一級來看，包括有中央宣傳部、國務院信息
化辦公室、國務院法制辦、國務院新聞辦、工業和信息
化部、公安部、國家工商總局、文化部、廣電總局、新
聞出版署、教育部、國家安全 部、國家保密局、衛生
部、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中國人民銀行 等，」段祺
華表示，參與互聯網監管的各個部門之間監管邊界不
清，容易產生職能交叉或者管理漏洞等問題，且缺乏整
合優勢， 各自為政，彼此建立的數據庫、監測系統、
監管體系之間互不溝通，既增加了監管成本、執法成
本，監管效果還不盡人意。

段祺華提五招規管網絡

信息化立法 中國仍滯後

中央網信領導小組
有利於統一監管

當有法所依當有法所依
謠謠

■■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小組日前成立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小組日前成立，，並由習近平任並由習近平任
組長組長。。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中國如何推進網絡立法中國如何推進網絡立法，，怎樣借鑒國際經驗怎樣借鑒國際經驗
有效管理互聯網有效管理互聯網，，成為政協委員關注的熱點之成為政協委員關注的熱點之
一一。。圖為內地網民在瀏覽網上資訊圖為內地網民在瀏覽網上資訊。。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全國政協常委全國政協常委、、復復
旦大學圖書館館長葛旦大學圖書館館長葛
劍雄劍雄。。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全國政協委員全國政協委員、、知名知名
律師段祺華律師段祺華。。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段祺華說段祺華說，，現時網絡謠言通行全球現時網絡謠言通行全球，，必須用法律作必須用法律作
武器予以回擊武器予以回擊。。圖為圖為「「1919樓空間樓空間」」網站網站20102010年貼出年貼出
的杭州多家醫院醫生的杭州多家醫院醫生「「回扣清單回扣清單」」截圖截圖。。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截至截至20132013年年1212月月，，中國網民中國網民
規模已達規模已達66..1818億億。。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