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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诈骗短信，有手机安全软件帮助“一
键拦截”；读到谣言文章，有权威账号精准推送
辟谣消息；办理金融业务，有人脸识别远程认
证保障资金安全……诚信健康的网络环境背
后，离不开互联网技术支持。

7月 5日，中央网信办举行第四届全国网络
诚信宣传日主题论坛，多家企业分享了诚信制度
建设、治理网络失信行为的成功经验。比如，腾
讯守护者计划安全团队协助警方破获了首例利
用微信木马“绑架”手机为公众号“刷量”的案件；
今日头条建立标题党模型，通过技术手段识别

“标题党”，目前准确率已有 85%—90%。
近年来，多家互联网公司利用人工智能、

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为网络诚信建设构筑
新防线。百度通过智能建模，主动拦截包含虚
假购物、仿冒银行、木马病毒等内容的恶意网
址，2017 年共拦截 202.9 亿个。蚂蚁金服利用
支付、消费等数据和生物识别技术，可以在短
时间内判断个人身份真伪和信用水平。

各地政府还尝试将互联网技术融入诚信体
系建设中，让诚信建设变得更加智能、更有实效。

2017年7月，贵阳市发布《深化改革运用大数据推
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的意见（试行）》，明确以
大数据、区块链为支撑技术建设社会诚信体系，互
联网应用服务为重点推进领域之一。

“互联网发展让诚信建设变得更复杂，要
解决这一问题，就要通过最新技术手段解决技
术带来的问题。要让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
更好地服务于网络诚信建设，核心在于数据，

重点是要打破数据孤岛，促进数据互联互通、
多元关联。”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
高级经济师郭全中说。

在利用新技术筑牢网络诚信新防线的同
时，如何有效保障数据安全？如何确保信用数
据真实不被篡改？如何合理规范使用网络诚
信评估结果？这些问题同样不可忽视。

“数据产权的价值会越来越大，政府应制
定相应法律法规，保护用户的个人数据隐私。
应鼓励区块链等技术创新，支持相关技术和企
业发展壮大，让良币驱逐劣币。”郭全中认为。

据《人民日报》

出台《网络安全法》《电子商务法》等法律法规，为依法办网、用网提供基本依据；开展“净网”“剑网”等系列专项治理行动，网络侵权、谣言暴力等乱象
得到有效整治；实名注册提上相关法案，电商平台诚信试点，征信体系建设日趋完善；人工智能、大数据持续发力，为网络诚信建设构筑新防线……

加强网络诚信建设，已成为网络空间治理的迫切课题和重要内容。遏制网络乱象，树立网络诚信，还需进一步完善顶层设计、解决突出问题、形成长
效机制，打出网络诚信建设“组合拳”——推进网络空间法制化，推动网络信用体系建设，加快实名监督进程，强化前沿技术保障，等等。

网络诚信建设离不开信用主体共同参与，只有有效联动、群策群力，才能切实规范网络行为，维护网络秩序，净化网络环境。期待人人参与、多元共
治，携手打造清朗健康的网络空间、公平公正的网络生态。

网络诚信建设亮出四大“法宝”

今年 1 月，黑龙江牡丹江市某地发生火
灾 ， 火 情 很 快 得 到 控 制 且 无 人 员 伤 亡 。 然
而，某网络视频平台用户傅某某为博关注，
在视频中谎称“发生爆炸”。仅仅 3 小时后，
傅某某因违反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
罚法》 被公安机关行政拘留。

今年 4月，郑州市公安局调查发现，河南
某公司在开发、运维社保信息系统时，未经
用户同意违规收集个人信息，根据 《中华人
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 规定，对该公司罚款 5
万元，对直接责任人董某罚款 1万元。

“国家倡导诚实守信、健康文明的网络行
为。”作为我国首部全面规范网络空间安全管
理问题的基础性法律，《网络安全法》 第六条

对网络诚信进行了明确规定，并在第七十一
条提出要求：“有本法规定的违法行为的，依
照 有 关 法 律 、 行 政 法 规 的 规 定 记 入 信 用 档
案，并予以公示”。

制度网越织越密，防火墙越筑越牢。近
年来，互联网治理新规密集发布，网络诚信
制度建设不断完善。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互联
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管理实施细则》 对网络

新 闻 的 采 编 、 发 布 、 转 载 等 进 行 了 详 细 规
定；《互联网群组信息服务管理规定》 首次明
确网络社交平台群组中群主责任；《电子商务
法》 从立法高度对电子商务领域的诚信建设
作出规范……

在法律法规不断健全的同时，各项执法
行动也初现成效。

为更加精准打击网络侵权盗版，国家版权
局等单位连续开展“剑网行动”，仅“剑网 2017”

就关闭侵权盗版网站 2554个，删除侵权盗版链
接 71 万条。工信部积极开展电信网络诈骗治
理，截至今年 8 月，累计处置诈骗电话 3.39 亿
次，及时劝阻受害用户 36.9 万人，挽回直接经
济损失达 11.2亿余元。“净网”“秋风”“护苗”等
系列专项治理行动，使危害网络诚信的多种违
规违法行为得到有效遏制。

中国政法大学网络法学研究院副院长王
立梅指出，未来，网络诚信建设在立法和执
法 方 面 有 待 进 一 步 强 化 。 需 从 顶 层 设 计 入
手，实现各行业各部门联动；构建信用奖惩
机制，克服信息互通障碍；完善监督体系，
在全体社会成员中建立起诚实守信的网络生
活方式。

立法执法发力 网上精准治乱

截至今年 6 月底，“信用中国”网站已累计
归集各地区各部门可向社会公开的信用信息
1.8亿余条、“红黑名单”信息 1559万条。其中，
电商诚信问题成为信用体系建设关注的一个
新焦点。

随着数字经济发展，虚假广告、恶意刷单
等电商失信现象频发，一些地方和部门纷纷开
出失信电商“黑名单”：9月，国家发改委公布第
四批电子商务领域失信问题专项治理黑名单，
涉及企业共 100家；11月 1日起，宁夏则将把不
执行快件收寄验视、安检、实名登记，出售、泄
露或非法提供用户信息的电商、快递和物流企
业纳入黑名单。

“虚假广告、网络电信诈骗等乱象频现的
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失信成本低于失信收益，
完 善 信 用 体 系 的 意 义 正 是 在 于 提 高 失 信 成
本。”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表示，归
集和共享信用信息是夯实网络信用体系的基
石。“在此基础上，还应挖掘信用信息这一数据
富矿的作用，重点在电子商务等领域完善网络
信用体系，令失信违约者处处受限，构建公平

公正的网络生态。”
以电商领域为例，为有效整治虚假广告宣

传、商家以次充好、恶意刷单刷评等失信乱象，
一些部门和平台已有所行动：5月，浙江杭州发
布《杭州市电子商务平台诚信试点建设方案

（征求意见稿）》，要求推动电子商务平台信用
信息共建共享，提出建立电商信用信息部门共
享机制、产品信息溯源制度等；7 月，商务部印

发《2018 年商务信用建设工作要点》将电子商
务列入信用工作重点领域，要求制定电子商务
诚信企业评价办法等；8 月，《淘宝网“淘信用”
与经营保障服务规范》上线征求意见，提出将
基于平台商家经营历史、身份资质等维度评估
其合规经营意愿与能力，并根据不同分值提供
经营保障服务。

“完善网络信用体系，需要有关部门和平台
之间协作共治。”刘俊海认为，平台作为网络业务
的运营者，有责任对相关商家或项目的资质进行
辨别和筛选。“相关监管部门不仅要依法依规开
展失信惩戒，还应继续打通信息孤岛、共享信用
信息，让信用体系感知及时、威慑有力。”

10 月 1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修订后的
《互联网域名管理办法》，要求注册域名应向服务
商提供域名持有者真实、准确、完整的身份信息。

8月，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会同其他 5部
门联合下发《关于加强网络直播服务管理工作
的通知》，规定各网络直播服务提供者应按照要
求落实用户实名制度。而同一时间正式实施的

《网络游戏管理暂行办法》，也首次将网游玩家
实名注册提上相关法案。

去年 6月 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
正式施行，规定网络运营者为用户提供信息发布、
即时通讯等服务，在与用户签订协议或者确认提

供服务时，应当要求用户提供真实身份信息。
规定越来越细、覆盖越来越广、要求越来越

严，有关部门不断将网络实名制要求落到实处，
各大互联网平台也加快推进网络实名制建设，
推动清朗网络空间进一步形成，让造谣、水军、
网络暴力等乱象有迹可查、有踪可循。

今年9月，腾讯旗下手游王者荣耀接入公安权

威数据平台，启动最严格的实名策略；去年6月，百度
发布公告，宣布全面实行实名制；新浪微博也在去年
完善机制，要求所有新老用户均完成实名验证。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
认为，网络实名制是互联网法制的一个基础，对
网络诚信建设、未成年人和消费者权益保护以
及网络推行白名单、黑名单机制有积极意义。

在通过实名制维护网络秩序的同时，有关
部门还制定了周密的个人信息保护条款，最大
限度保护网民个人隐私。《网络安全法》规定网
络运营者收集、使用个人信息，应当遵循合法、
正当、必要的原则，公开收集、使用规则，明示收
集、使用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并经被收集
者同意。而《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

《侵权责任法》及其司法解释等一系列法律规
定，也反复强调了个人信息安全问题。

朱巍建议，实名制还需向深层推进，有关部
门应当保持立法强度、加强执法力度，互联网平
台也要积极参与、履行好自己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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