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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法治 

 

网络治理法治化是依法治国的应有之义 
 

于雯雯 
 

 

    网络治理法治化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应有之义，也是“发展网络经济，建设网络强国”战

略部署的坚实保障。互联网治理过程中，无论是政府监管、行业自律还是社会自治，都需要在法

治化的基本轨道上运行，用法律来衡量、规范、引导网络空间中的人际行为和关系，促进互联网

空间的健康、有序发展。 

    互联网法治是现实社会治理逻辑向网络空间的自然延伸 

    法治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是现代社会的基本运行框架。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立

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关系党执政兴国、关

系人民幸福安康、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问题。落实好这项重大战略任务，对推动经

济持续健康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当前，网络空间已发展成为现实社会中人们互动联系的特殊场域，并且随着互联网、移动互

联网与线下经济、企业管理、公共服务等联系的日益紧密，网络空间的现实性特征愈加明显。面

对这一新的社会交往空间，人类历史不断积累的法治理论与方式会自然地向其中延伸，人们在网

络空间中的行为与关系同样应当受到法律规范的调整与约束。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网络安全与信

息化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上指出，我们需要抓紧制定立法规划，完善互联网信息内容管理、关键

信息基础设施保护等法律法规，依法治理网络空间，维护公民合法权益。党的十八大以来，《国

家信息网络专项立法规划 2014—2020》顺利出台，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制定了多部法律、发布多

项决定，相关司法解释也陆续出台，我国网络法治建设正在稳步推进。 

    互联网法治是国家主权在网络空间的重要体现 

    立法权的行使是国家主权的重要内容。网络空间是人类智慧的创造，它突破了物理空间的限

制，扩展了人类交往的时间和空间。尽管网络空间的一些特点对国家主权理论提出了一定挑战，

如网络空间的边界不能像地理疆域那样易于划分，给国家管辖权的划分造成了困难；网络跨境交

易所导致的国家关税征收困难给国家经济主权的行使造成了障碍；网络多元文化形成的文化冲突

给国家文化主权造成了冲击等，但国家的存在及其对网络架构和网络参与者的属地管辖使国家主

权理论获得了历史性的发展，以适应网络主权的要求，并通过国家或地区间的合作来解决跨境带

来的法律问题。互联网法治直接体现了国家通过行使立法权来主张和行使网络空间的主权，并通

过法律制度的竞争与输出来促进网络空间中国家利益的实现。 

    在国际层面，网络的互联互通与跨国性对互联网全球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主权国家参与互

联网全球治理体制的构建与治理规则的制定是其行使主权的重要体现。对此，我国立足于发展现

实和实践需求，重视和积极参与互联网治理的国际活动，同时积极主办和组织互联网治理的国际

活动，在有关互联网发展与治理的国际平台上积极提出、丰富我国的基本立场和观点。2015 年

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系统提出了中国在互联网发展方面的“四项原则”

和“五点主张”。其中，“四项原则”包括：尊重网络主权、维护和平安全、促进开放合作、构建

良好秩序。“五点主张”包括：加快全球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互联互通；打造网上文化交流

共享平台，促进交流互鉴；推动网络经济创新发展，促进共同繁荣；保障网络安全，促进有序发

展；构建互联网治理体系，促进公平正义。会议还发布了《乌镇倡议》，在推动互联网国际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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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支持政府、企业、民间组织、技术社群、学术界、国际组织和其他利益相关方根据各自的

角色和职责发挥更大作用，打造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可见，我国始终坚持和尊重各国在网络空

间中的主权，坚持自由与秩序、发展与治理并重。一方面，支持和发展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

网产业创新发展，加快网络普及与互联互通，促进网络文化交流；另一方面，始终致力于维护网

络和平安全，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建立多边、民主、透明的全球互联网治

理体系。 

    互联网法治是网络空间中利益平衡与价值协调的必然要求 

    如同现实社会交往中存在着不同的利益诉求与价值追求一样，网络空间中也存在着利益与价

值的冲突，并且可能表现得更加错综复杂。而协调不同利益与价值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通

过法律的安排为各方设定可接受的行为规范和边界，满足其对行为稳定性和可预期性的要求，并

以国家强制力保障法律规范能够得到执行和遵守。这种方式比较公平和强效，但是可能带来较高

的运行成本。另一种是利益相关者协商确定。主要包括网络社区公约、网络自律公约、网络舆论

导向等，通过地位平等的利益相关主体的参与、协商与妥协形成契约或达成共识，从而实现网络

空间中的自律与自治。在目前的互联网产业相关法律建设实践中，行业自治非常重要。通常情况

下，法律并不介入平等主体间基于意思自治而对自身利益进行的合理安排。但是，自治与法治并

不是两个平行的系统，网络空间中的社会自治亦应当在法治化的基本框架内来实现。近年来，我

国加快了相关立法进程，形成了集群性强、层级较高、保障有力和理念创新的互联网法律规范体

系，涵盖互联网基准、互联网管理、网络犯罪打击和网络经济促进等互联网治理领域。这些法律

法规除了通过刚性规则来惩治、威慑互联网违法犯罪行为以外，更注重的是发挥法治的引领和规

范作用，按照全民守法的要求引导网民遵法守法，做中国好网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