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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保护和网络安全法律热点问题 

《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修订草案发布征求意见

《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现

行办法》”）是我国互联网管理的基础性法规，于

2000 年出台后已经过 20 年时间。其间，工业和信

息化部（以下简称“工信部”）和国家互联网信息

办公室（以下简称“国家网信办”）曾于 2012 年发

布过修订征求意见稿，但当时并未正式修订。 

2021 年 1 月 8 日，国家网信办、工信部和公安

部联合起草了《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修订草

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修订稿》”）并向公

众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日期为 2021 年 2 月 7

日。《修订稿》对《现行办法》做了大量的扩充和

调整，《修订稿》共 6 章、54 条，篇幅上远超过《现

行办法》（《现行办法》共 27 条）。本文拟对《修订

稿》的要点进行梳理和总结。 

一、 明确、扩大互联网信息服务、互联网网络接入

服务的定义 

《修订稿》第 52 条规定，“互联网信息服务，

是指为用户提供互联网信息发布和应用平台，包括

但不限于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搜索引擎、即时通

讯、交互式信息服务、网络直播、网络支付、广告

推广、网络存储、网络购物、网络预约、应用软件

下载等互联网服务。互联网网络接入服务，是指为

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提供网络接入的服务，包括

互联网数据中心业务、内容分发网络业务、互联网

接入业务等，具体业务形态包括但不限于网络代

理、主机托管、空间租用等。” 

《修订稿》的以上定义相比起通常对于互联网

信息服务的理解做了明显的扩大解释，例如，网络

支付、广告推广、网络存储等服务形式，在现行法

律框架下通常不认为构成《电信业务分类目录》项

下的 B25“信息服务”。《修订稿》的用意是要求以

上所列业务类型均遵守《修订稿》中提出的主管部

门职权、内容许可要求、内容发布审核要求、日志

留存要求等新增或强化的要求。但可能引发的问题

是，按照《修订稿》的定义，以上所列业务类型均

需申请 B25 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因此，如何和电

信行业的其他法律法规配合和实施，还有待进一步

观察。 

二、 扩大适用范围、增加域外效力 

《现行办法》下规定的适用范围为，“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互联网信息服务”。而《修订

稿》第 2 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互

联网信息服务，以及对互联网信息服务的监督管

理，适用本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任何组织

和个人利用境内外网络资源向境内用户提供互联

网信息服务，应当遵守本办法规定。” 

首先，《修订稿》增加了“对互联网信息服务

的监督管理”适用该办法的规定，即体现了后文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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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各部门对互联网监督管理权限和职能增加的规

定。其次，《修订稿》特别说明中国境内的组织和

个人利用境内外网络资源向境内用户提供互联网

服务的情况应当遵守该规定。该规定对于目前常见

的一些境内企业通过境外服务器搭建网站、手机应

用 App 并向境内用户提供互联网信息服务做出了

明确的规定，即该种情况亦需要按照该规定进行管

理。 

三、 明确互联网信息服务的主管部门及管理职权 

《现行办法》主要是从电信服务监督管理的角

度，在第十八条规定，国务院信息产业主管部门和

省、自治区、直辖市电信管理机构，依法对互联网

信息服务实施监督管理。 

而《修订稿》第五条则进一步明确了国家网信

办、工信部、公安部、国家安全机关以及其他有关

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对互联网信息服务的监督

管理职能，体现了近几年各政府部门在网络执法之

中的各自职责分工，即： 

⚫ 国家网信办负责统筹协调全国网络安全

工作和相关监督管理工作，对全国互联网信息内容

实施监督管理执法； 

⚫ 工信部依照职责负责全国互联网行业管

理，负责对互联网信息服务的市场准入、市场秩序、

网络资源、网络信息安全等实施监督管理； 

⚫ 公安部依照职责负责全国互联网安全监

督管理，维护互联网公共秩序和公共安全，防范和

惩治网络违法犯罪活动； 

⚫ 国家安全机关依照职责负责依法打击利

用互联网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违法犯罪活动。 

另外，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

对互联网信息服务实施监督管理。地方互联网信息

服务监督管理职责依照国家有关规定确定。 

《修订稿》在第四章 监督检查部门中对各个

执法部门的执法权限也做了明确规定，并建立了各

个执法部门之间的监督管理信息共享和信息通报

制度。 

四、 ICP 备案的适用范围变宽、要求提交的材料和

信息增加 

《现行办法》下，相关 ICP 备案的规定均适用

于网站形式，而对于 App、微信小程序、快应用等

多种新型的互联网信息服务类型，目前暂无备案的

明确强制性要求。实践中，对于新型服务形式，企

业即便希望履行备案义务，也并不一定可以完成备

案。相比起《现行办法》，《修订稿》将网站的备案

修改为要求申请人说明“拟开展的互联网信息服务

类型、名称”，该规定明确了备案要求适用于实践

之中多种互联网信息服务，无论采用的是否为网站

形式，均有可能被要求完成 ICP 备案。 

另外，《修订稿》要求办理 ICP 备案的企业提

交“主办者真实身份证明和地址、联系方式等基本

情况”、“公安机关出具的安全检查意见”，也是相

较于《现行办法》增加的规定。特别是，公安机关

出具的安全检查意见如何获取，还有待进一步解

释。 

五、 强调接入服务提供者只能向已办理 ICP 备案

的信息服务提供者提供服务 

工信部在前几年屡次下发文件，叫停向未办理

ICP 备案的网站提供接入服务，如 2017 年的《关于

进一步加强未备案网站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各

通信管理局立即组织属地接入服务企业（包含跨地

区接入服务企业）开展自查自纠工作，要求其立即

停止为未备案网站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包括加速

类服务）。 

《修订稿》则更进一步强化了上述要求，例如： 

⚫ 第 8 条要求申请 ICP 备案的申请人通过接

入服务提供者向电信主管部门提交“主办者真实身

份证明、地址、联系方式等基本情况，拟开展的互

联网信息服务类型、名称，拟使用的域名、IP 地址、

服务器等互联网网络资源，互联网网络接入服务提

供者等有关情况”； 

⚫ 第 13 条强调，“互联网网络接入服务提

供者为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提供接入服务，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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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提供相应许可证件或

者备案编号；互联网网络接入服务提供者应当查

验，不得为未取得合法许可证件或者备案编号的互

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提供服务”；  

⚫ 第 18 条要求，“互联网网络接入、互联网

信息服务、域名注册和解析等互联网服务提供者，

在与用户签订协议或者确认提供服务时，应当确保

服务对象与身份证件信息或者组织机构代码证书

信息等必要的真实身份信息一致，并记录相关信

息。查验的真实身份信息应当在提供服务期间同步

保存，并在停止服务后保存至少两年以上”。 

六、 明确通过互联网从事新闻信息服务、文化、出

版、视听节目、教育、医疗保健、药品、医疗

器械等特殊类别服务的，应当按规定申请独立

的许可 

根据 2017 年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

定》，提供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应当向网信部门

申请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修订稿》融合了

该等要求，要求从事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的向网信

部门提出申请。同时，也对其他类型特殊类别的信

息服务（如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网络文化经营、

网络出版服务等）明确了需要向相关部门申请许可

的要求。《修订稿》还特别要求以上所述的有关部

门将许可结果报国家网信办备案。 

七、 规定信息发布审核制度和新业务安全评估制

度 

《修订稿》特别提出，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

应当建立信息发布审核制度，并要求互联网信息服

务提供者应当配备符合网信部门、电信主管部门、

公安机关要求的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人员；要求互

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互联网接入服务提供者应当

建立网络安全与信息安全管理制度、用户信息保护

制度，采取安全防范措施，加强公共信息巡查。 

《修订稿》还要求建立互联网新业务安全评估

制度，对其通过互联网新开展并取得经营许可的互

联网信息服务业务进行安全评估。该要求既是呼应

《电信条例》第 9 条“运用新技术试办《电信业务

分类目录》未列出的新型电信业务的，应当向省、

自治区、直辖市电信管理机构备案”的规定，也是

对于 2017 年工信部曾征求意见但未落地的《互联

网新业务安全评估管理办法》的继承和延续。但具

体该条将如何执行，目前《修订稿》的规定仍非常

概括。 

八、 重点列举常见违法信息 

《修订稿》结合了近几年互联网信息服务中出

现的若干不良现象，对一些特别有害、反复出现的

信息活动进行了特别列举和禁止，如“明知是虚假

信息而发布或者有偿提供信息发布服务”、“为他人

有偿提供删除、屏蔽、替换、下沉信息服务”、“大

量倒卖、注册并提供互联网信息服务账号”、“从事

虚假点击、投票、评价、交易等活动”。 

九、 细化网络日志留存要求 

《修订稿》第二十条延续了《网络安全法》中

要求网络日志 6 个月保存的要求，规定：网络信息

服务提供者应当记录其发布的信息，并保存不少于

6 个月；要求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互联网网络

接入服务提供者应当记录并留存网络日志信息，并

保存不少于 6 个月。网络日志信息的具体要求，由

网信部门、电信主管部门、公安机关依据各自职责

另行制定。另外，要求通过网络代理、网络地址转

换等方式，与他人共享互联网网络接入服务资源

的，还应记录并留存地址转换记录等可确认用户身

份的日志信息。 

十、 细化规定打击违法犯罪活动的配合要求 

《修订稿》第 21 条和 22 条规定了配合主管部

门打击违法犯罪活动的义务，如采取技术措施和其

他必要措施，防范、发现、制止所提供的服务被用

于实施违法犯罪；发现网络违法犯罪活动应当保存

有关记录并向主管部门报告，以及为主管机关依法

维护国家安全和侦查犯罪的活动，提供技术支持和

协助等。 

十一、 细化罚则 

《修订稿》用了十五条的篇幅非常细致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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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违反《修订稿》各项要求时的相应的处罚，特别

是，对互联网接入服务提供者违反以上要求、向违

法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提供接入服务的情况做

了明确的处罚要求。《现行办法》未对接入服务提

供者提出任何罚则，而《修订稿》则明确规定，接

入服务提供者违规的，亦面临人民币 100 万元、违

法所得最高 5 倍的罚款，并可能被吊销电信业务经

营许可证。 

我们的观察 

时隔 20 年，《修订稿》结合新时代网络信息服

务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和涉及的有关主管部门，对

《现行办法》做出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对目前运营

网站、App 和其他类型应用程序的境内企业将产生

实质性的影响。可以预见，《修订稿》出台后，提

供互联网信息服务将面临更加明晰、严格的备案、

许可、内容监督等各方面的要求。 

我们将持续关注《修订稿》后续的出台以及执

行情况。 

 

 

 

 

 

 

 

 

 

 

 

 

 

 

 

 

 

 

 

 

 

 

 

 

 

 

 

 

 

 

 

 

 

董  潇   合伙人   电话：86 10 8519 1718   邮箱地址：dongx@junhe.com 

袁  琼   律  师   电话：86 10 8553 7663   邮箱地址：yuanq@junhe.com 

本文仅为分享信息之目的提供。本文的任何内容均不构成君合律师事务所的任何法律意见或建议。如您想获得更多

讯息，敬请关注君合官方网站“www.junhe.com” 或君合微信公众号“君合法律评论”/微信号“JUNHE_LegalUpd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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