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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娱乐法律热点问题 
“手游”江湖风云起，监管打开新格局？ 

 

2016年 6月 2日，国家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

视总局（以下简称“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发布《关于移动游戏出版服务管理的通知》（新广

出办发〔2016〕44号，以下简称“44号文”）。 

44 号文一出，“手游”江湖一片哗然，冠以“手

游圈炸锅了”，“广电总局加码游戏监管”的文

章也被广为转发。44号文到底说了什么，从而引

发了“业内”甚至“业外”朋友的广为关注呢？ 

一、 44 号文监管对象—移动游戏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44号文监管的是“移动

游戏”（ 以下简称“手游”或“移动游戏”），

而非仅在 PC端运行的游戏。按照 44号文，“移动

游戏”包含两个特征，一是以手机等移动智能终

端为运行载体，即通常所说的“手游”，及运行在

平板电脑等移动智能终端上的游戏；第二，是通

过信息网络供公众下载或者在线交互使用，因此，

下载后无论该移动游戏是否需要在线运行，均适

用 44号文。 

二、 44 号文针对手游界乱象“开刀” 

44号文的监管要求，简单来讲，就是所有的

手游作品，无论是否已经上网运营，都要报经国

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否则，不得上网出版

运营。具体来说，自 44 号文实施之日（即 2016

年 7月 1日），未经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的

移动游戏，不得上网出版运营；在此之前已上网

出版运营的移动游戏（含各类预装游戏），由各游

戏出版服务单位及相关游戏企业做好相应清理工

作，确需继续上网出版运营的，须于 2016 年 10

月 1日前补办相关审批手续。 

引起业内外普遍关注的前述审批要求，其实

并不是一项全新的监管要求。早在 2009年 9月，

新闻出版总署（其后并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联合其他部门发布的《新闻出版总署、国家版权

局、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办公室关于贯彻

落实国务院<“三定”规定>和中央编办有关解释，

进一步加强网络游戏前置审批和进口网络游戏审

批管理的通知》（以下简称“《网络游戏审批通

知》”）中，就已经明文规定，“未经新闻出版

总署前置审批的网络游戏，一律不得上网，电信

运营企业也不得为其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然

而，由于种种原因，实践中存在相当一部分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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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没有获得出版批准的网络游戏。因此，44号文

的出台，同时开启了对“违规”上网游戏的清理

工作。 

三、 获得审批的时间点 

44号文重申，手游作品必须获得国家新闻出

版广电总局批准后，方能上线出版运营。值得注

意的是，44号文更将“公测”纳入出版定义。44

号文之前，并不是所有的游戏厂商都会在公测前

进行报审，但考虑到目前市场上公测已经成为许

多游戏厂商市场活动的必要宣传环节，与正式上

线没有太大区别，44号文第一次明确将公测定义

为出版，“提前”了出版的时间范围。 

四、 审批的游戏范围 

按照 44号文，所有的手游作品均需要获得出

版审批，但需注意的是，手游的升级作品及新资

料片也落入了出版审批的范畴。这里的“升级作

品及新资料片”，指故事情节、任务内容、地图形

态、人物性格、角色特征、互动功能等发生明显

改变，且以附加名称，即在游戏名称不变的情况

下增加副标题，或者在游戏名称前增加修饰词，

如《新××》，或者在游戏名称后用数字表明版本

的变化，如《××2》等进行推广宣传。 

其实，手游的升级作品及新资料片在出版审

批的范畴之内，与上述新闻出版总署在 2009年 9

月发布的《网络游戏审批通知》中的规定一致。

此次 44号文重申这一要求，我们理解，国家新闻

出版广电总局很有可能在未来实施过程中加强对

游戏版本升级更新的管理。 

五、 关联运营者的核验义务 

为加强监管，44号文规定，移动游戏联合运

营单位在联合运营移动游戏时，须核验该移动游

戏的审批手续是否完备，相关信息是否标明，否

则不应联合运营。 

此外，44号文还要求，各类手机、平板电脑

等移动智能终端生产和经营单位预装移动游戏

时，也须履行上述核验义务，不得预装未经批准

或者相关信息未标明以及侵权盗版的移动游戏。 

六、 手游上线的具体审批流程 

44号文区分游戏的题材内容和情节，对国产

游戏设置了两种出版审批模式；对进口游戏，依

然延续现有的审批模式。 

1. 国产休闲益智类游戏 

对于不涉及政治、军事、民族、宗教等题材

内容，且无故事情节或者情节简单的消除类、跑

酷类、飞行类、棋牌类、解谜类、体育类、音乐

舞蹈类等休闲益智国产移动游戏（统称“休闲益

智类游戏”），申请流程如下： 

(1) 游戏出版服务单位在预定上网出版（公测，

下同）运营至少 20个工作日前，将《出版国产移

动游戏作品申请表》及相关证照的复印件报送属

地省级出版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经省级出版

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同意的，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

总局审批。 

(2)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审核批准后，游戏出

版服务单位按批复文件要求，组织游戏上网出版

运营，并在游戏上网出版运营后 7个工作日内，

向属地省级出版行政主管部门书面报告上网出版

运营时间、可下载的地址、运营机构数量及主要

运营机构名称和是否开放充值等出版运营情况；

超过预定上网出版运营时间 20 个工作日仍不能

上网出版的，应及时向属地省级出版行政主管部

门书面说明理由。 



 

3 

 

2. 国产非休闲益智类游戏 

对于非休闲益智类国产移动游戏，44号规定

须参照申报进口游戏的规范办理，申请材料远比

休闲益智类游戏复杂，包括《出版国产移动游戏

作品申请表》、游戏防沉迷系统功能设置说明、用

于内容审查的“管理人员”帐号 3套（分高、中、

低等级）及游戏防沉迷系统测试账号 3个、游戏

出版物中文脚本全文及游戏屏蔽词库（电子文

档）、下载网址或安装程序光盘 3张或已安装游戏

的专用审查设备 3部等。 

此外，非休闲益智类国产移动游戏还须按照

《网络游戏防沉迷系统开发标准》和《网络游戏

防沉迷系统实名认证方案》进行开发部署，实施

用户实名认证并设置防沉迷系统。 

3. 进口游戏 

对于进口网络游戏，境内运营者须先与该进

口游戏著作权人签署授权合同，取得在境内运营

该游戏的独占性授权。然后，前往国家版权局办

理著作权合同登记手续取得登记批复后，向所在

地省级出版行政主管部门申报，经审核同意后报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审批。相较于国产非休闲

益智类游戏，出版进口游戏还须提交《出版境外

著作权人授权互联网游戏作品申请书》（包含出版

机构情况、引进游戏出版物情况、运营机构情况

等内容）、国家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批复、运营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及 ICP证、出版机构的审读报

告及游戏作品内容介绍（包含游戏背景、人物角

色、游戏 NPC、主要情节、场景、系统功能、游

戏商城等内容）。另外，进口游戏也须实施用户实

名认证并设置防沉迷系统。 

七、 手游市场的多头监管 

既然出台了明确要监管手游领域的 44号文，

那经营手游的运营商和出版商们，仅需要遵守 44

号文的规定就可以了吗？不幸的是，答案是否定

的。 

多年来，网络游戏行业一直属于多头监管的

局面。根据 2009年 9月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

室的相关通知，新闻出版总署负责网络游戏的出

版前置审批，游戏一旦上网，其运营和内容将由

文化部管理。2009年新闻出版总署发文，对网络

游戏出版的前置审批进行了细化。2010年，文化

部出台《网络游戏管理暂行办法》，对网络游戏内

容审查与备案，以及从事网络游戏上网运营、网

络游戏虚拟货币发行和网络游戏虚拟货币交易服

务等网络游戏经营活动的单位进行了详细规定。

文化部规定，除了进口游戏，对于经有关部门前

置审批的网络游戏出版物，文化部门不再进行重

复审查，允许其上网运营。而对于进口游戏，文

化部仍然进行上网前的内容审查，经其批准后方

可上网运营。 

结合现行有效的监管规定和新出台的 44 号

文，44号文生效后，游戏企业如需运营一款新的

国产移动游戏，应在上网前获得国家新闻出版广

电总局的出版批准，并在上网后 30日内，完成文

化部门备案。对于国产休闲益智类游戏，游戏企

业还须在上网后 7个工作日内，完成省级出版行

政主管部门备案。对于进口游戏，除在上网前获

得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出版批准，还应通过

文化部门的内容审查，取得进口网络游戏批准文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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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号文出台后，手游市场的监管架构概述如下表： 

 网络游戏出版 网络游戏运营 

监管部门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文化部 

监管职责 网络游戏出版前置审批及休闲益智类游

戏上网后备案 

国产游戏：分休闲益智类游戏和非休闲益

智类游戏申报出版批准 

进口游戏：按照对进口游戏的专门规范要

求，申报出版批准 

国产游戏和进口游戏监管不同 

国产游戏：上网后办理文化部门备案 

进口游戏：获得文化部门内容审查批准后，方可上网运

营 

核发资质 游戏批准文号（注：需由有网络出版服务

资质的单位办理） 

国产网络游戏备案编号 

进口网络游戏批准文号 

八、 我们的观察和思考 

(1)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对手游市场的监管加

强 

44号文专门针对移动游戏出台，说明国家新

闻出版广电总局正逐步重视并加强对于移动游戏

领域的监管。44号文的实施，以及同时启动的对

“违规”上网游戏的清理活动，无疑是要遏止目

前鱼龙混杂的手游市场，进而“绿化”移动终端

游戏世界。 

(2) 44号文对游戏市场内容走向或有影响 

44号文以题材内容是否涉及政治、军事、民

族、宗教等，以及有无故事情节或者情节简单程

度区分管理，暗示监管重点并非游戏形式，而在

于游戏题材及文化背景。考虑到网络游戏的生命

周期较短，44号文简化了休闲益智类游戏的审批

程序（20 个工作日）。而其他非休闲益智类游戏

和进口游戏，则仍需遵循复杂的申报流程，整个

审查时间或需数月。监管的区分，是否会导致国

产游戏向休闲益智类游戏偏移？我们拭目以待。 

(3) 相关运营商或需加强对上线游戏的出版批准

审查 

44 号文的出台以及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对“违规”上网游戏的清理态度，无疑将对提供

移动游戏下载服务的国内各大应用商店、以及作

为游戏推广渠道的社交网站、即时通讯工具等运

营者起到警示作用，该等运营商应加强对已上线

游戏和拟上线游戏的出版批准核验力度。如果某

款移动游戏未经出版审批，可以考虑在应用商店

上架、线上推广等方面予以限制。对于服务器设

在境外的应用商店运营商，考虑到监管机关对境

外网站的信息内容同样监管，其也不应忽视中国

区移动游戏的出版批准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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