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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2024年是我国全功能接入国际互联网 30周年，也是我国互联网

法治1建设起步 30周年。30年来，我国互联网快速发展，成为国民

经济战略性、基础性、先导性行业，深刻影响和改变着我国社会发

展进程。我国立足本国国情，借鉴世界经验，坚持全面依法治国、

依法治网的理念，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依法治网之道，互联

网法治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

2024年，我国继续深入推进互联网法治建设，围绕数据治理、

新兴领域发展规范、平台治理、网络安全保障等重点领域不断完善

法律制度。随着《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业余无线电台管理办

法》《促进和规范数据跨境流动规定》等重要法规规章制定修订出

台，《终端设备直连卫星服务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等多部管

理规定公开征求意见，数据安全管理规则持续完善，数据跨境流动

机制不断优化，人工智能、终端设备直连卫星等新兴技术发展日益

规范，平台治理规则持续细化，网络设施安全保障力度不断加强。

与此同时，互联网执法、司法、普法和法治研究工作有序推进，“全

国网络普法行”系列活动广泛开展，《中国网络法治三十年》报告

编纂发布，网络与信息法学正式被列为法学二级学科，互联网法治

建设成果丰硕。

从国际社会来看，2024年，各国持续深化互联网法治建设，积

1 编者注：互联网法治涉及互联网立法、执法、司法、法治宣传教育、法治研究以及国际交流合作等多个

方面，其中，互联网立法作为夯基垒台、固本强基的工作，是依法治网的基础和前提，也是互联网法治建

设的核心。因此，本研究报告在体例上以互联网立法活动为主线进行展开，全面梳理总结了 2024年国内外

互联网领域法律制度建设进展，以及相关的执法、司法、法治宣传教育、法治研究和国际交流合作情况。



极抢抓新兴领域规则布局，不断完善细化技术、设施、数据、平台

等方面制度规则。人工智能治理法治化进程加快推进，以欧盟《人

工智能法》为代表的人工智能领域综合性专门性法律出台，相关立

法活动持续升温；个人信息保护利用要求日益明确，数据安全治理

与开发利用规则不断健全，数据跨境流动监管规则持续调整；网络

消费者权益保护规则逐步细化，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力度进一步加强，

平台信息内容管理义务不断强化。此外，《关于加强人工智能能力

建设国际合作的决议》《联合国打击网络犯罪公约》《全球数字契

约》等多项重要文件先后通过发布，为推动以联合国为核心的互联

网治理模式提供了坚实基础。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

域立法，加强网络空间法治建设，为持续做好互联网法治工作指明

了方向。新起点新征程，要深刻认识国内外互联网发展形势和规律，

持续深化依法治网理念，统筹发展和安全，健全互联网法律法规，

完善相关制度规则，提高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保驾护

航。2024年，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互联网法律研究中心研究梳理过

去一年国内外互联网领域重要法治建设成果，以立法活动为主线，

涵盖互联网执法、司法、法治宣传教育、法治研究等多方面，总结

互联网法治要点，展望未来趋势，形成《互联网法治研究报告（2024）》，

希望能为社会各界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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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互联网法治建设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

1994年 4月 20日，我国通过一条 64K的国际专线，实现了与国

际互联网的全功能连接，开启了中国的互联网时代。30年的互联网

跨越式发展历程，也是我国持续推进依法治网、推动互联网在法治轨

道上健康运行的历程。30年来，立足不同时期互联网发展的时代背

景和历史方位，我国深入推进网络空间法治化，互联网法治建设实现

了由起步阶段向加快推进阶段并进一步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跃升，取

得历史性成就。

1994~1999年，互联网发展扬帆起航，互联网法治迈入起步阶段。

这一时期，我国将基础设施建设摆在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位置，着力

推进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网络技术，支持产业发展成长，孕育形

成初具规模的互联网产业，开启了中国特色的互联网发展道路。我国

掀起互联网发展浪潮，在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深远影响的同时，也对

法治建设提出了实践需求。这一发展阶段，我国对法治建设的重视程

度不断提高，依法管理互联网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显著提升，法治建设

开启了新篇章，互联网法律制度建设起步，互联网管理体制机制初步

构建，相关机构积极参与互联网治理，依法治网方向逐渐确立。其中，

1994年，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

例》，标志着我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工作走上法制化、规范化、

现代化的轨道。

2000~2011年，互联网发展驶入快车道，互联网法治进入加快推

进阶段。这一时期，我国大力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发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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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行业迎来长足发展，宽带网络走入千家万户，网民规模跃居世

界第一，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互联网产业培育壮大，也对法治建设提出

了新的要求。这一发展阶段，我国注重处理好互联网发展与管理之间

的关系，在互联网领域积极贯彻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确立依法治

网基本思路，应对互联网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制定出台一批规范互

联网关系和行为的专门性立法，营造积极健康的互联网发展环境，形

成“分工负责、齐抓共管”的管理格局，推动多主体参与互联网治理，

依法治网深入推进。其中，2000年，我国出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将互联网安全划分为互联

网运行安全和互联网信息安全，确立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

三位一体的网络安全责任体系框架。

2012以来，互联网发展向强国迈进，互联网法治进入高质量发

展阶段。这一时期，手机超越台式电脑成为第一大上网终端，与经济

社会各领域融合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我国互联网加速融合创新，

加快从网络大国向网络强国阔步迈进。这一发展阶段，为适应互联网

发展变化实践，我国将依法治网纳入全面依法治国和网络强国建设全

局，努力构建更加完备的互联网法治体系。

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我国全面推进互联网立法、执法、司法、

普法、国际法治交流等各环节，科学把握各环节不同方面的工作重点，

努力构建完备的互联网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互联网法治实施体系、

严密的互联网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互联网法治保障体系，不断提升

网络空间法治化水平。一是持续完善互联网法律规范，制定出台互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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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领域立法 150余部，基本形成以宪法为根本，以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和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为依托，以传统立法为基础，

以网络内容建设与管理、网络安全和信息化等互联网专门立法为主干

的互联网法律体系。二是持续强化互联网法律的实施，持续深化互联

网执法实践，全面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持续加大关系人民群

众切身利益的重点领域执法力度，网络空间秩序和生态持续优化，各

方权益得到充分保障。三是探索互联网司法规则，创新互联网司法模

式，助力推进智慧法院和数字检察建设，创设互联网法院，主动回应

互联网时代司法需求，依法解决新型互联网纠纷，打击互联网犯罪，

保障网络空间主体合法权益。四是持续提升全社会互联网法治意识和

素养，深入开展网络法治理论研究和教育，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在网络

空间得到全面彰显。丰富网络法治宣传载体形式，建强网络法治宣传

矩阵，网络法治宣传质效全面提升。五是互联网法治国际交流合作持

续推进，积极参与网络空间国际规则制定，持续深化法治国际合作理

念塑造。搭建世界互联网大会等对话合作平台和交流机制，强化国际

互联网执法司法合作，开展多领域务实合作。

二、2024年中国互联网法治情况

2024年，我国持续推进互联网法治建设，数据治理法律制度持

续完善，人工智能应用规则不断探索，互联网平台管理要求逐步健全，

互联网安全管理制度日益优化，数据价值进一步释放，数字经济健康

发展得到有力法治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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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数据法律制度持续完善，发展与安全协同推进

2024年，我国统筹数据发展与安全，制定出台《网络数据安全

管理条例》，探索构建数据基础制度，完善数据跨境流动规则，明确

数据安全底线，积极促进数据价值释放。

1.出台《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

出台《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更新细化补充完善数据安全管

理制度规则。9月，国务院公布《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2，细化了

上位法中数据分类分级、数据跨境流动、个人信息处理等制度规定，

进一步强化了不同法律之间的制度衔接，增强法律规范的系统性。一

是提出网络数据安全管理的总体要求和一般规定。明确鼓励网络数据

在各行业、各领域的创新应用，对网络数据实行分类分级保护，积极

参与网络数据安全相关国际规则和标准的制定，加强行业自律，禁止

非法网络数据处理活动。要求网络数据处理者履行安全风险报告、建

立健全网络数据安全管理制度、安全事件处置等义务。二是细化个人

信息保护规定。明确处理个人信息的规则和应当遵守的具体规定。要

求网络数据处理者提供便捷的支持个人行使权利的方法和途径，不得

设置不合理条件限制个人的合理请求。明确网络数据处理者使用自动

化技术采集个人信息的保护义务，细化个人信息转移请求实现途径等。

三是完善重要数据安全制度。明确制定重要数据目录职责要求，规定

网络数据处理者识别、申报重要数据义务。规定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机

构和网络数据安全负责人的责任。四是优化网络数据跨境安全管理规

2 中国政府网：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

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409/content_6977785.htm，最后访问日期：2024年 11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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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明确网络数据处理者可以向境外提供个人信息的条件，规定可以

按照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协定向境外提供个人信息，规定申报

数据出境安全评估的条件要求。五是明确网络平台服务相关主体义务。

规定网络平台服务提供者、第三方产品和服务提供者等主体的网络数

据安全保护要求。明确通过自动化决策方式向个人进行信息推送的规

则，规定大型平台服务提供者发布个人信息保护年度报告、防范网络

数据跨境安全风险等义务要求。

2.完善重点领域数据安全规则

出台重点领域数据安全管理规则，提升自然资源、会计、工业和

信息化、反洗钱、银行业等领域数据安全保障能力。3月，自然资源

部公布《自然资源领域数据安全管理办法》3，明确了自然资源领域

数据范围，分类分级基本原则，重要数据及核心数据识别要素及自然

资源领域数据全生命周期的管理制度，推动自然资源领域数据安全管

理制度逐项落地。4月，财政部、国家网信办公布《会计师事务所数

据安全管理暂行办法》4，落实细化国家数据安全法律法规在注册会

计师行业的具体要求，从多方面、多维度强化注册会计师行业中的数

据管理、网络管理及会计底稿管理。5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工

业和信息化领域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实施细则（试行）》5，确定了工

业和信息化部及地方行业监管部门两级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工作体系，

3 中国政府网：自然资源部关于印发《自然资源领域数据安全管理办法》的通知，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403/content_6942232.htm，最后访问日期：2024年 11月 22日。
4 中国政府网：关于印发《会计师事务所数据安全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405/content_6950390.htm，最后访问日期：2024年 11月 22日。
5 中国政府网：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工业和信息化领域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实施细则（试行）》的通

知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405/content_6953528.htm，最后访问日期：2024年 11月 22日。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405/content_6950390.htm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405/content_695352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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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化重要数据和核心数据处理者的评估义务，明确了行业主管部门监

督管理评估活动的机制流程。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

修订通过，针对金融机构新增细化了多项关于数据安全、个人信息保

护的义务要求。612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公布《银行保险机构

数据安全管理办法》7，落实数据安全责任制，明确数据安全归口管

理部门，将数据安全风险纳入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强化数据安全评估。

拟围绕民航业等领域制定数据安全管理规则，完善数据安全和利

用管理体系。6月，民航局就《民航数据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民航数据共享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二次征求意见8，拟明确

民航数据管理组织分工，规范数据资源目录、数据采集、数据共享、

数据应用、数据安全等各方面的数据管理思路、要求和机制，以落实

数字中国建设整体部署，加强和规范民航数据管理，支撑民航数据高

效、合规管理与使用。

3.探索数据要素基础制度构建

出台公共数据资源开发等政策法规，为数据价值释放制度规则制

定提供指引。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快

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的意见》9，聚焦破除公共数据流通使用的体

制性障碍、机制性梗阻，统筹发展和安全，兼顾效率和公平，从扩大

6 中国政府网：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411/content_6985765.htm，
最后访问日期：2024年 11月 24日。
7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关于印发银行保险机构数据安全管理办法的通知，

https://www.nfra.gov.cn/cn/view/pages/ItemDetail.html?docId=1192308&itemId=926&generaltype=0，最后访问

日期：2024年 12月 28日。
8 中国民用航空局：关于征求《民航数据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民航数据共享管理办法（征求意见

稿）》意见的函，https://www.chinaerospace.com/index.php/article/show/8d3d87a1526a80a2ac0e632134ef0629，
最后访问日期：2024年 11月 22日。
9 中国政府网：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的意见，

https://www.gov.cn/zhengce/202410/content_6978911.htm，最后访问日期：2024年 11月 22日。

https://www.gov.cn/zhengce/202410/content_697891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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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供给、规范授权运营、鼓励应用创新、营造良好环境、强化组织

保障等方面提出 17项具体措施。12月，国家数据局、中央网信办、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国务院国资委等部门公布《关于促进企业

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的意见》10，推动数据持有权、使用权、经营权等

分置运行，鼓励探索市场化、场景化的“授权使用、分享收益”新模

式。12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教育部、财政部、金融

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印发《关于促进数据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

见》11，面向数据采集汇聚、计算存储、流通交易、开发利用、安全

治理和数据基础设施建设，从加强数据产业规划布局、培育多元经营

主体、加快数据技术创新、提高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水平、发展数据流

通交易、强化基础设施支撑、提高数据领域动态安全保障能力、优化

产业发展环境等八个方面部署了系列政策举措。此外，《网络数据安

全管理条例》也从促发展的角度，鼓励网络数据在各行业、各领域的

创新应用，支持网络数据相关技术、产品、服务创新，充分发挥我国

海量数据规模和丰富应用场景优势。12

拟对公共数据资源登记、公共数据授权运营、企业数据资源开发

利用和数据流通安全治理等建章立制，探索数据资源高效利用途径。

10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布《公共数据资源登记管理暂行办

法（公开征求意见稿）》13，拟构建全国一体化公共数据资源登记体

10 中国政府网：国家数据局等部门关于促进企业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的意见，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412/content_6994570.htm，最后访问日期：2024年 12月 29日。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促进数据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tz/202412/t20241230_1395341.html，最后访问日期：2024年 12月 31日。
12 主要条款为《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第 4条。
13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公共数据资源登记管理暂行办法（公开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情况的通

告，https://www.ndrc.gov.cn/hdjl/yjzq/yjfk/ggsjzydjglzxbf/202411/t20241119_1394573.html，最后访问日期：2024

https://www.ndrc.gov.cn/hdjl/yjzq/yjfk/ggsjzydjglzxbf/202411/t20241119_139457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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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规范公共数据资源登记工作，以促进公共数据资源合规高效开发

利用。10月，国家数据局公布《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实施规范（试

行）》（公开征求意见稿）14，承继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中关于

数据资源授权运营的核心原则和框架，拟细化和明确公共数据资源授

权运营的制度依据和操作路径，提出了多层次的授权运营模式，满足

不同场景下的数据利用需求。11月，国家数据局发布《关于完善数

据流通安全治理 更好促进数据要素市场化价值化的实施方案（征求

意见稿）》15，拟明确数据跨主体流通中的安全治理规则，加强数据

流通安全技术应用和产业培育，完善责任界定和权益保护机制。11

月，国家数据局会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国

家数据基础设施建设指引(征求意见稿)》16，拟明确数据基础设施的

概念、发展愿景和建设目标，指导推进数据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形成

横向联通、纵向贯通、协调有力的国家数据基础设施基本格局，打通

数据流通动脉，畅通数据资源循环，促进数据应用开发，培育全国一

体化数据市场，夯实数字经济发展基础。

地方积极探索数据产权制度立法，为国家层面的立法奠定经验基

础。9月，《长春市数据产权登记管理办法》17施行，对长春市的数

年 11月 22日。
14 天津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国家数据局关于向社会公开征求《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实施规范（试行）》

（公开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公告，https://tjdsj.tjcac.gov.cn/tjsg/202410/t20241015_6753696.html，最后访问日

期：2024年 11月 22日。
15 广东省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关于向社会公开征求《关于完善数据流通安全治理 更好促进数据要素市

场化价值化的实施方案》意见的公告，https://zfsg.gd.gov.cn/xxfb/sjyw/content/post_4612437.html，最后访问

日期：2024年 12月 22日。
16 国家数据局：关于《国家数据基础设施建设指引》公开征求意见情况的通告，

https://www.nda.gov.cn/sjj/zwgk/tzgg/1205/20241205173100112648662_pc.html，最后访问日期：2024年 12月
22日。
17 长春市政务公开网：关于印发《长春市数据产权登记管理办法》的通知，

http://zsj.changchun.gov.cn/zwgk/zcwj/202409/t20240910_3340790.html，最后访问日期：2024年 11月 22日。

https://tjdsj.tjcac.gov.cn/tjsg/202410/t20241015_6753696.html
http://zsj.changchun.gov.cn/zwgk/zcwj/202409/t20240910_334079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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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产权的登记对象、内容、程序和管理监督等方面进行了详细规范，

促进数据生产要素的开发利用。10月，南京市发布《南京市数据资

产登记暂行办法实施细则（试行）》18，明确了南京市数据资产登记

的操作路径和实施指南，细化了具体登记流程。11月，江苏省发布

《江苏省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管理暂行办法》19，明确“两级主体、分

级授权”的运营模式、运营主体作为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的责任主体以

及监督管理机制。

4.优化调整数据跨境流动制度规则

通过专门规定对数据跨境流动制度作出优化调整，更加注重平衡

发展与安全。3月，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公布《促进和规范数据跨

境流动规定》20，优化数据跨境流动机制，对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制度、

个人信息出境标准合同制度、个人信息保护认证制度等作出优化调整，

一是明确重要数据出境安全评估申报标准。二是明确免予申报数据出

境安全评估、订立个人信息出境标准合同、通过个人信息保护认证的

数据出境活动条件。三是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负面清单制度。四是调

整应当申报数据出境安全评估、订立个人信息出境标准合同、通过个

人信息保护认证的数据出境活动条件。五是延长数据出境安全评估结

果有效期，增加数据处理者可以申请延长评估结果有效期的规定。

通过备忘录、建立对话机制等方式，加强数据跨境流动国际合作。

18 南京市数据局：关于向社会公开征求《南京市数据资产登记暂行办法实施细则（试行）》意见的公告，

https://njsj.nanjing.gov.cn/hdjl/dczj/202410/t20241018_4988113.html，最后访问日期：2024年 12月 22日。
19 江苏省人民政府：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江苏省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https://www.jiangsu.gov.cn/art/2024/10/30/art_46144_11406884.html，最后访问日期：2024年 12月 2日。
20 中国政府网：促进和规范数据跨境流动规定，

https://www.gov.cn/gongbao/2024/issue_11366/202405/content_6954192.html，最后访问日期：2024年 11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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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中国和德国签订《关于中德数据跨境流动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21，建立“中德数据政策法规交流”对话机制，加强对数据跨境流动

议题的交流。6月，国家数据局和新加坡国家发展部共同主持召开中

新数字政策对话机制第一次会议22，就数据跨境领域合作进展情况进

行交流，明确双方未来合作方向和重点。8月，中欧数据跨境流动交

流机制正式建立并举行第一次会议23，沟通了双方企业关于数据跨境

流动的具体问题以及数据跨境流动监管框架。11月，国家互联网信

息办公室发布《全球数据跨境流动合作倡议》24，提出“开放、包容、

安全、合作、非歧视”等原则，并呼吁政府、国际组织、企业、民间

机构等各主体坚守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发挥各自作用，推动全球数据

跨境流动合作，携手构建高效便利安全的数据跨境流动机制，打造共

赢的数据领域国际合作格局。

利用标准合同、备忘录等方式，完善内地与香港、澳门之间的个

人信息传输机制。1月，广东省网信办公布关于落实《粤港澳大湾区

（内地、香港）个人信息跨境流动标准合同实施指引》的通知25，明

确注册于广东省多地级市的个人信息处理者及接收方，可以通过订立

标准合同方式进行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和香港之间的个人信息跨境流

动。9月，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与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经济财政司

21 中央网信办官网：庄荣文会见德国数字化和交通部部长维辛 双方共同签署《关于中德数据跨境流动合作

的谅解备忘录》，https://www.cac.gov.cn/2024-06/26/c_1721081180089753.htm，最后访问日期：2024年 11
月 22日。
22 广东省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中新数字政策对话机制第一次会议在京召开，

https://zfsg.gd.gov.cn/xxfb/sjyw/content/post_4449065.html，最后访问日期：2024年 11月 22日。
23 财联社：中欧数据跨境流动交流机制正式建立并举行第一次会议，https://www.cls.cn/detail/1778231，最

后访问日期：2024年 11月 22日。
24 中国网信网：全球数据跨境流动合作倡议，https://www.cac.gov.cn/2024-11/20/c_1733706018163028.htm，

最后访问日期：2024年 11月 29日。
25 广东省委网信办：关于落实《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香港）个人信息跨境流动标准合同实施指引》的通

知，https://cagd.gov.cn/v/2024/01/4401.html，最后访问日期：2024年 11月 22日。

https://www.cac.gov.cn/2024-06/26/c_1721081180089753.htm
https://zfsg.gd.gov.cn/xxfb/sjyw/content/post_4449065.html
https://www.cls.cn/detail/1778231
https://cagd.gov.cn/v/2024/01/44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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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署《关于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数据跨境流动的合作备忘录》26，明确

特区政府与内地推出粤港澳大湾区个人信息跨境标准合同互认措施，

促进内地与澳门数据跨境安全有序流动。9月，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

室与澳门经济及科技发展局、澳门个人资料保护局共同印发《粤港澳

大湾区（内地、澳门）个人信息跨境流动标准合同实施指引》27，落

实合作备忘录中“共同制定粤港澳大湾区个人信息跨境标准合同并组

织推动实施，加强个人信息跨境标准合同备案管理”的合作措施。

（二）新兴技术规范不断健全，推动人工智能向善发展

人工智能、工业机器人、终端设备直连卫星等新兴技术是新一轮

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是新质生产力的典型代表。人

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法治化是各国的普遍做法，也是我国在推进人工智

能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举措。2024年，我国坚持良法善治，规范引导

工业机器人等创新发展，在内容标识、知识产权等领域探索人工智能

治理规则，积极促进新兴技术规范发展。

1.规范引导前沿技术创新发展

完善工业机器人、终端设备直连卫星等前沿技术规范管理，以管

理创新推动产业发展。7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工业机器人行业

规范条件（2024版）》和《工业机器人行业规范条件管理实施办法

（2024版）》28，进一步规范工业机器人行业管理，引导工业机器人

26 中央网信办：《关于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数据跨境流动的合作备忘录》，

https://www.dsedt.gov.mo/zh_CN/web/public/pg_tpd_gbadata_memo?_refresh=true，最后访问日期：2024年 11
月 22日.
27 中央网信办：粤港澳大湾区（内地、澳门）个人信息跨境流动标准合同实施指引，

https://www.cac.gov.cn/2024-09/10/c_1727567893741986.htm，最后访问日期：2024年 11月 22日。
28 中国政府网：《工业机器人行业规范条件（2024版）》和《工业机器人行业规范条件管理实施办法（2024

https://www.cac.gov.cn/2024-09/10/c_172756789374198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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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零部件、本体制造及集成应用企业良性竞争，推动行业高质量发

展。9月，国家网信办公布《终端设备直连卫星服务管理规定（征求

意见稿）》29，针对终端设备直连卫星技术滥用对传统网络管理方式

带来的新挑战新风险，拟通过制度手段建立健全终端设备直连卫星产

业规范，支持终端设备直连卫星技术研究，推进终端设备直连卫星服

务与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融合创新，鼓励探索技术融合新应用新业态，

培育、发展终端设备直连卫星开发利用和安全产业生态，回应产业需

要和安全关切。

2.健全完善人工智能标准规范

加强人工智能标准建设和标识管理，协同保障人工智能产业规范

发展。一方面，充分发挥技术标准的引领规范作用。6月，工业和信

息化部等四部门联合印发《国家人工智能产业综合标准化体系建设指

南（2024版）》30，加强人工智能标准化工作系统谋划，构建满足人

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和“人工智能+”高水平赋能需求的标准体系，

为人工智能立法提供了标准支撑。7月，工业和信息化部推进筹建人

工智能标准化技术委员会31，聚焦行业共性需求，加快重点标准研制，

促进标准落地应用，加快国际标准布局，推动产业国际合作，满足产

业发展和行业管理需要。另一方面，拟通过标识规范人工智能生成内

版）》发布，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407/content_6965409.htm，最后访问日期：2024年 11
月 22日。
29 中央网信办：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关于《终端设备直连卫星服务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

意见的通知，https://www.cac.gov.cn/2024-09/27/c_1729036112375138.htm，最后访问日期：2024年 11月 22
日。
30 中国政府网：四部门关于印发国家人工智能产业综合标准化体系建设指南（2024版）的通知，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407/content_6960720.htm，最后访问日期：2024年 11月 22日。
31 工业和信息化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人工智能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筹建方案公示，

https://www.miit.gov.cn/jgsj/kjs/jscx/bzgf/art/2024/art_1dafb90d19144e9cafbaaa31b29da5a6.html，最后访问日期：

2024年 11月 22日。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407/content_6965409.htm
https://www.cac.gov.cn/2024-09/27/c_1729036112375138.htm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407/content_6960720.htm
https://www.miit.gov.cn/jgsj/kjs/jscx/bzgf/art/2024/art_1dafb90d19144e9cafbaaa31b29da5a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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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9月，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

办法（征求意见稿）》32，区分了显式标识与隐式标识，明确了服务

提供者应对生成内容添加显式标识的情形与要求，规定提供网络信息

内容传播平台服务的服务提供者应当采取措施，提醒用户主动声明发

布内容中是否包含生成合成内容，规范生成合成内容传播。此外，积

极开展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综合治理。11月，中央网信办、工业和

信息化部、公安部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四部门联合开展“清朗·

网络平台算法典型问题治理”专项行动，整治同质化推送营造“信息

茧房”、违规操纵干预榜单炒作热点、盲目追求利益侵害新就业形态

劳动者权益、利用算法实施大数据“杀熟”、算法向上向善服务缺失

侵害用户合法权益等算法相关重点问题，以倡导算法导向正确、公平

公正、公开透明、自主可控和责任落实。33

3.探索新兴领域法律适用规则

司法机关充分发挥审判能动性，对多起涉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典

型案例的裁判难点进行深入研析，为类案司法和互联网规则发展提供

指引。2月，广州互联网法院对“全球 AIGC平台侵犯著作权第一案”

作出判决34，明确了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在使用他人作品数据

时应当尽到一定注意义务，避免侵犯他人作品的改编权。4月，北京

32 中央网信办：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关于《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

意见的通知，https://www.cac.gov.cn/2024-09/14/c_1728000676244628.htm，最后访问日期：2024年 11月 22
日。
33 网信山东：关于开展“清朗·网络平台算法典型问题治理”专项行动的通知，

https://mp.weixin.qq.com/s/2B91ZDCDkda-13tTc4dA9g，最后访问日期：2024年 12月 28日。
34 腾讯网：全球AIGC平台侵权第一案宣判！“奥特曼”战胜AI，https://news.qq.com/rain/a/20240304A03D2Y00，
最后访问日期：2024年 11月 22日。

https://www.cac.gov.cn/2024-09/14/c_1728000676244628.htm
https://news.qq.com/rain/a/20240304A03D2Y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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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法院一审开庭宣判全国首例人工智能生成声音人格权侵权案35，

确认人工智能生成声音可识别性的认定应综合考虑行为人使用情况，

并以相关领域普通听众能否识别作为判断标准，明确认定自然人声音

权益的保护范围涵盖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声音。7月，北京互联网法院

公布全国首例涉“车联网”著作权侵权案36，明确车机系统提供方参

与提供车载视频播放应用软件内容定制并与作品提供方以分工合作

的形式实施著作权侵权行为的，构成共同侵权。11月，北京互联网

法院一审开庭宣判首例因“搜索提示词”引发的网络侵权纠纷案。37该

案合理确定在算法具体应用领域中搜索服务提供平台的注意义务，强

调其在履行事后义务、采取必要措施防止侵害扩大的同时，也要在司

法程序过程中承担针对算法技术的解释说明义务。

（三）平台治理规则逐步完善，营造清朗网络空间环境

2024年，我国持续完善细化网络平台竞争规则，加强网络信息

内容治理和用户权益保护，积极优化营商环境，加大未成年人网络保

护力度，营造网络空间权益得到有效保障的良好生态。

1.完善互联网平台治理规则

通过指南细化反垄断规则，提升反垄断执法精准度。1月，国务

院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委员会发布《关于行业协会的反垄断指南》38，

35 澎湃新闻：全国首例 AI生成声音人格权侵权案一审宣判，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7460532，最后访问日期：2024年 11月 22日。
36 财经网：全国首例“车联网”著作权侵权案，https://column.caijing.com.cn/20240826/5033016.shtml，最后

访问日期：2024年 11月 22日。
37 北京互联网法院微信公众号：首例“搜索提示词”算法侵权案宣判！平台已履行算法解释说明义务，不

构成侵权，https://mp.weixin.qq.com/s/o7ncGb2tMF6Y7WceYCWinw，最后访问日期：2024年 11月 24日。
38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务院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委员会关于行业协会的反垄断指南，

https://www.samr.gov.cn/zw/zfxxgk/fdzdgknr/fldzfys/art/2024/art_3ce3a7fec76146cfb8a7927db10683b2.html，最

后访问日期：2024年 11月 22日。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7460532
https://column.caijing.com.cn/20240826/5033016.shtml
https://www.samr.gov.cn/zw/zfxxgk/fdzdgknr/fldzfys/art/2024/art_3ce3a7fec76146cfb8a7927db10683b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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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行业协会在促进行业规范健康持续发展、维护市场竞争秩序等方

面的积极作用，细化行业协会可能违反反垄断法的具体情形，指导行

业协会加强反垄断合规建设。4月，国务院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委员

会公布《经营者反垄断合规指南》39，新增反垄断合规激励制度，将

反垄断合规管理制度的建设与实施情况作为反垄断执法机构在对经

营者的垄断违法行为作出处理决定时的酌情考虑因素。此外，在执法

监督方面，8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督导阿里巴巴集团按照要求

完成三年整改全面停止“二选一”垄断行为，落实平台主体责任，健

全企业合规管理制度，提升平台内商家和消费者服务水平，合规整改

取得良好成效。40

完善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认定标准及规制要求，强化执法依据。

5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网络反不正当竞争暂行规定》41，

细化网络仿冒混淆行为类型，明确“互联网专条”中“流量劫持”“恶

意干扰”“恶意不兼容”等行为的具体表现形式和认定考量因素，对

反向刷单、歧视待遇、负面压制、应用程序卸载设置障碍、违背用户

意愿下载、安装、运行应用程序以及非法获取、使用商业数据等利用

技术手段实施的新型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规范，同时设置兜底条款，

为可能出现的新问题新行为提供监管依据。

39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经营者反垄断合规指南，

https://www.samr.gov.cn/zw/zfxxgk/fdzdgknr/jzzcxds/art/2024/art_2d4b1705febf41c38856dda554e84857.html，最
后访问日期：2024年 11月 22日。
40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市场监管总局督导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完成三年整改，

https://www.samr.gov.cn/fldys/sjdt/gzdt/art/2024/art_2f5b54c44a9b46c3b5ed14ab796ae19d.html，最后访问日期：

2024年 11月 22日。
4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关于《网络反不正当竞争暂行规定》的解读，

https://www.samr.gov.cn/zw/zfxxgk/fdzdgknr/xwxcs/art/2024/art_b8580b91cdb841d399538e0c670d7907.html，最
后访问日期：2024年 11月 22日。

https://www.samr.gov.cn/zw/zfxxgk/fdzdgknr/jzzcxds/art/2024/art_2d4b1705febf41c38856dda554e8485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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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个人求助网络服务平台管理办法》，明确个人进行网络求

助信息的真实性核验要求。9月，民政部、国家网信办、工业和信息

化部、公安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公布施行《个人求助网络服务平台

管理办法》42，规范求助信息发布以及捐助资金归集、管理、拨付等

要求，明确平台要遵守的原则和信息内容管理、网络安全保护、个人

信息保护等方面具体要求，对求助信息真实性建立一系列核验机制。

2.修订信息业务管理规则

修订电信设备进网、非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等信息业务管理规

定，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1月，工业和信息化部修改《电信设备进

网管理办法》《非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备案管理办法》43，贯彻落

实《国务院关于取消和调整一批罚款事项的决定》，进一步优化营商

环境。一是删除《电信设备进网管理办法》中对“粘贴伪造进网许可

标志”实施罚款的规定，改为对该行为责令限期改正。二是取消部分

非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的部分限制，修改《非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

务备案管理办法》，不再要求非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在其网

站目录下放置备案电子验证标识。三是提高违规链接备案管理系统网

址等行为的处罚门槛，删除《非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备案管理办法》

中对“未将备案电子验证标识放置在其网站指定目录下”实施罚款的

规定，对该条中的其他违法行为，规定逾期不改正的再进行罚款。

42 中国政府网：《个人求助网络服务平台管理办法》解读，

https://www.gov.cn/zhengce/202409/content_6972643.htm，最后访问日期：2024年 11月 22日。
43 中国政府网：工业和信息化部修改《电信设备进网管理办法》《非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备案管理办法》，

https://www.gov.cn/gongbao/2024/issue_11286/202404/content_6945590.html，最后访问日期：2024年 11月 22
日。

https://www.gov.cn/zhengce/202409/content_697264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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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持续强化信息内容治理

出台专门监管规则，规范网络暴力信息治理。6月，国家互联网

信息办公室联合公安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公布《网

络暴力信息治理规定》44，坚持源头防范、防控结合、标本兼治、协

同共治，从明确网络信息内容管理主体责任、建立健全预防预警机制、

规范网络暴力信息和账号处置、强化用户权益保护、加强监督管理、

明确法律责任等方面，为加强网络暴力信息治理提供有力支撑，形成

“自律—管理—保障”的立体化治理格局，充分发挥法治对于网络暴

力信息治理的引领、规范和保障作用。

开展网络信息内容执法，营造清朗网络空间。2024 年，中央网

信办持续开展“清朗”系列专项行动，围绕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新要求，

集中整治网上突出问题乱象，重点开展“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

整治涉企侵权信息乱象”“清朗·打击违法信息外链”“清朗·规范生

成合成内容标识”等 10项整治任务。45在具体任务中，中央网信办指

导网站平台加强网上涉企信息内容管理，依法依约处置一批侵犯企业、

企业家网络合法权益的违法违规行为，打击利用各种“暗号”“套路”

发布非法外链，打击通过将用户引流到隐蔽环节或境外网站等形式发

布传输色情、赌博、网络水军等违法信息的行为，破解网络生态新问

题新风险，营造文明健康的网络环境。

4.加强网络空间权益保护

44 中国政府网：四部门出台规定治理网络暴力信息，

https://www.gov.cn/lianbo/bumen/202406/content_6957307.htm，最后访问日期：2024年 11月 22日。
45 新华网：中央网信办部署开展 2024年“清朗”系列专项行动，

http://www.xinhuanet.com/legal/20240315/fc360724361b407396253e9fbd7302f9/c.html，最后访问日期：2024
年 11月 22日。

http://www.xinhuanet.com/legal/20240315/fc360724361b407396253e9fbd7302f9/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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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精准保护网络空间消费者

权益。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简称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施行46，针对刷好评产业链、大数

据“杀熟”、过度收集消费者信息等新问题构建了信息披露、瑕疵担

保、无理由退货等精准化的消费者保护规则。一是规定经营者不得利

用技术手段，强制或者变相强制消费者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二是

经营者不得在消费者不知情的情况下，对同一商品或者服务在同等交

易条件下设置不同的价格或者收费标准。三是规定经营者采取自动展

期、自动续费等方式提供服务的，应当以显著方式提请消费者注意。

四是细化了经营者收集个人信息需遵循的“最小必要”标准，精准保

护消费者网购维权。

全方位加强个人信息保护。在立法层面，行业个人信息保护规则

持续完善。2月 1日，国家邮政局公布《寄递服务用户个人信息安全

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47，拟规范寄递企业用户个人信息处理活

动，对邮政快递行业内各市场主体如何实施寄递用户个人信息安全管

理、保护用户合法权益提出了具体要求。在执法层面，深入开展侵害

公民个人信息的执法监管活动，例如工业和信息化部深入推进 APP

治理，常态化开展 APP技术检测，持续整治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

强制索取权限、“摇一摇”乱跳转等侵害用户权益的问题。2024年

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累计责令相关单位整改 1712款违规 APP，

46 中国政府网：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

https://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403/content_6940158.htm，最后访问日期：2024年 11月 22日。
47 国家邮政局：关于公开征求《寄递服务用户个人信息安全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意见的通知，

https://www.spb.gov.cn/gjyzj/c100025/c100029/202402/e11cea47cdc0414fa3049ff82997a229.shtml，最后访问日

期：2024年 11月 22日。

https://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403/content_6940158.htm
https://www.spb.gov.cn/gjyzj/c100025/c100029/202402/e11cea47cdc0414fa3049ff82997a22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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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通报 506款，对整改不到位的 78款进行下架处理，不断净化移

动互联网服务环境。48在司法审判层面，通过公益诉讼加强大规模个

人信息侵权保护力度，例如，4月，杭州互联网法院通过公益诉讼方

式公开审理“非法买卖使用 3万条新生儿信息”案49，探索新型救济

方式，以公益损害赔偿金的方式修复个人信息领域及妇女儿童保护领

域受损的社会公共利益。

完善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律适用规则，加强全链条治理。近年来，

电信网络犯罪形势严峻，已成为发案最多、上升最快、涉及面最广、

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的犯罪类型。为加强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打击

治理效果，7月，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联合公布

《关于办理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

50，解决了办理跨境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犯罪案件中遇到的犯罪集

团认定、诈骗金额查证和人员案件关联等法律适用和证据标准问题，

为进一步依法严惩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等犯罪提供了有力法律支撑。11

月，公安部会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人民

银行联合印发《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违法犯罪联合惩戒办法》51，

贯彻落实《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有关要求，进一步规范和细化了电信

网络惩戒措施。

48 澎湃新闻：工信部今年以来累计责令整改 1712款违规 App 下架 78款整改不到位 App，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8037438，最后访问日期：2024年 12月 30日。
49 中国法院网：买卖 3万多个新生儿个人信息杭州三被告被判侵权并赔偿 29万余元，

https://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24/05/id/7943760.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24年 11月 22日。
50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

https://www.spp.gov.cn/xwfbh/wsfbh/202407/t20240726_661523.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24年 11月 22日。
5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公安部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违法犯罪联合

惩戒办法》有关情况，http://www.scio.gov.cn/xwfb/bwxwfb/gbwfbh/gab/202411/t20241128_875524.html，最后

访问日期：2024年 12月 22日。

https://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24/05/id/7943760.shtml
https://www.spp.gov.cn/xwfbh/wsfbh/202407/t20240726_66152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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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推进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工作，强化网络司法保护。1月，《未

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正式生效施行52，全面规定了未成年人网络保

护的基本制度，为开展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引。

人民法院依据我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法律规则，积极探索适合未成年

人生理、心理特点的审判工作方式和制度机制，夯实对未成年人的关

爱保护。1月，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审理涉未成年人网络欺凌民事

案件53，判决认定，若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网络用户利

用其网络服务侵害未成年人民事权益且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与该网络

用户承担连带责任。6月，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结一起涉未成年人网络

欺凌案件，法院判决认定平台对涉及隐私、涉性谣言等严重侵害未成

年人权益的违法信息审查，应尽到更高的注意义务，未及时处理侵权

信息应承担侵权责任，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及合理支出。54除此之外，

5月，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关于全面加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及犯罪防

治工作的意见》以及指导性案例55，建立“三审合一”审判机制，贯

通刑事、民事、行政一体追责机制，建立线索移送、刑民衔接、公益

诉讼衔接等机制，充分整合审判资源，保障未成年人网络权益。

（四）设施管理制度持续优化，加强公共应用安全管理

2024年，我国关注铁路等领域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公共场所视

频图像管理要求，加强电子政务应用安全管理和网络信息保密管理，

52 中国政府网：《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元旦起施行，

https://www.gov.cn/zhengce/202401/content_6923740.htm?ddtab=true，最后访问日期：2024年 11月 22日。
53澎湃新闻：侵犯他人隐私“仅自己可见”？法院：网络平台须担责！，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6195246，最后访问日期：2024年 11月 22日。
54 最高人民法院：传播未成年人黄谣信息，法院判决平台担责，

https://mp.weixin.qq.com/s/Rn-zRuTNnoWYwfEfZuDxtg，最后访问日期：2024年 11月 22日。
55 中国法院网：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全面加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及犯罪防治工作的意见》，

https://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24/05/id/7965282.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24年 11月 22日。

https://www.gov.cn/zhengce/202401/content_6923740.htm?ddtab=true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6195246
https://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24/05/id/796528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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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顶层设计和配套立法的方式充实法律管理制度，夯实数字经济发

展安全底座。

1.修订《业余无线电台管理办法》

修订《业余无线电台管理办法》，加强对业余无线电台的管理。

1月，工业和信息化部修订《业余无线电台管理办法》56，根据上位

法要求以及发展监管实践情况作出适应性调整，修订了电台和呼号管

理、操作技术能力验证、设置使用要求等制度，调整设台有关要求，

放开未成年人在一定频率和功率范围内的设台限制，明确业余中继台

台址设置要求。

2.出台《铁路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管理办法》

出台《铁路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管理办法》，保障铁路关

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2月，交通运输部《铁路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

全保护管理办法》施行57，完善了国家铁路局与地区铁路监督管理局

两级保护机制，明确了铁路领域网络安全信息共享机制的具体要求和

网络安全保护等级门槛，细化了安全保护措施的有效性验证方式，对

《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条例》中基础设施安全管理要求进行强

调重申、完善细化和落实落地。

3.加强公共场所视频图像安全管理

完善公共场所视频图像管理要求，协同加强公共安全和保护个人

56 工业和信息化部：业余无线电台管理办法，
https://wap.miit.gov.cn/gyhxxhb/jgsj/cyzcyfgs/bmgz/wxdl/art/2024/art_9a2dba77d86942cebd1e9cbacd2d4b20.htm
l，最后访问日期：2024年 11月 22日。
57 国家铁路局：铁路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管理办法，

https://www.nra.gov.cn/xxgk/gkml/ztjg/gfzd/bmgz/202401/t20240102_344297.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24年 11
月 22日。

https://wap.miit.gov.cn/gyhxxhb/jgsj/cyzcyfgs/bmgz/wxdl/art/2024/art_9a2dba77d86942cebd1e9cbacd2d4b20.html
https://wap.miit.gov.cn/gyhxxhb/jgsj/cyzcyfgs/bmgz/wxdl/art/2024/art_9a2dba77d86942cebd1e9cbacd2d4b20.html
https://www.nra.gov.cn/xxgk/gkml/ztjg/gfzd/bmgz/202401/t20240102_34429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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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私。12月，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管

理条例（草案）》58，规范公共场所建设公共视频系统、采集视频图

像信息的行为，禁止在可能侵害个人隐私的区域、部位安装图像采集

设备，保护个人隐私权益，明晰公安机关及其它政府、企事业部门的

管理责任和建设要求。

4.完善互联网政务应用安全管理

出台互联网电子政务应用领域安全管理规定，完善政务应用安全

管理。5月，中央网信办、中央编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等四

部门联合印发党内法规《互联网政务应用安全管理规定》59，一是规

定一个党政机关最多开设一个门户网站，明确互联网政务应用的名称

优先使用实体机构名称、规范简称，使用其他名称的，原则上采取区

域名加职责名的命名方式，并在显著位置标明实体机构名称。二是明

确机关事业单位应当采取安全保密防控措施，严禁发布国家秘密、工

作秘密，防范互联网政务应用数据汇聚、关联引发的泄密风险。三是

规定机关事业单位应当加强对互联网政务应用存储、处理、传输工作

秘密的保密管理，应当建立完善互联网政务应用安全监测能力，实时

监测互联网政务应用运行状态和网络安全事件情况。9月，国家密码

管理局公布《电子政务电子认证服务管理办法》60，对电子政务电子

认证服务机构资质认定、行为规范、监督管理等提出明确要求，规范

58 司法部：审议通过《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管理条例（草案）》，

https://mp.weixin.qq.com/s/WBKGfYma2C2NTCPtaparxg，最后访问日期：2024年 12月 26日。
59 中国政府网：互联网政务应用安全管理规定，https://www.gov.cn/lianbo/bumen/202405/content_6952956.htm，

最后访问日期：2024年 11月 22日。
60国家密码管理局:电子政务电子认证服务管理办法，

https://sca.gov.cn/sca/xxgk/2024-09/10/content_1061204.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24年 11月 22日。

https://www.gov.cn/lianbo/bumen/202405/content_6952956.htm
https://sca.gov.cn/sca/xxgk/2024-09/10/content_106120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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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政务电子认证服务机构市场准入及从业行为。

5.完善网络信息保密管理体系

修订保密法律法规，强化网络信息保密管理。2月，《中华人民

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修订通过61，一是明确网络信息的制作、复

制、发布、传播等各个环节均应当遵守国家保密规定。二是明确网络

运营者应当配合有关部门对涉嫌泄露国家秘密案件进行调查处理，发

现利用互联网及其他公共信息网络发布的信息涉嫌泄露国家秘密的，

应当及时处置报告，并根据要求删除涉及泄露国家秘密的信息，对有

关设备进行技术处理等。三是加强与数据安全法的协同衔接，新增涉

密数据管理及汇聚、关联后涉及国家秘密数据管理的原则规定。6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实施条例》修订通过62，明确安全

保密风险评估要求，规定了信息系统开展安全保密风险评估的具体要

求，确立网络运营者对依法实施的保密违法案件调查和预警事件排查

的配合义务。

（五）法治研究教育进展显著，广泛开展网络普法宣传

2024年，我国互联网法治研究教育成效显著，网络与信息法学

被正式列为法学二级学科，“全国网络普法行”等网络普法宣传活动

广泛开展，有效提升公众法治意识。

1.互联网法治研究持续加强

61 中国政府网：国家保密局负责人就《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答记者问，

https://www.gov.cn/zhengce/202402/content_6934709.htm，最后访问日期：2024年 11月 22日。
62 中国政府网：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实施条例》，

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407/content_6963936.htm?ddtab=true，最后访问日期：2024年 11月 22
日。

https://www.gov.cn/zhengce/202402/content_6934709.htm
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407/content_6963936.htm?ddtab=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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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发布《中国网络法治三十年》报告，全面总结中国网络法治

建设的成就经验。6月，为全面回顾我国网络法治建设 30年的发展

历程、理念原则、经验启示和实践成效，中央网信办组织力量编撰发

布《中国网络法治三十年》报告63，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工作团队为

报告撰写提供了有力支撑。报告分为正文和附录两个部分，正文介绍

了我国网络法治总体情况、各个发展阶段的网络法治实践情况，并对

新时代新征程网络法治建设的蓝图作出展望。附录收录了中央和国家

机关有关单位网络法治工作情况和中国网络法治三十年大事记。7月，

在工业和信息化部指导下，中国互联网协会互联网法治工作委员会举

办第十届中国互联网法治大会主论坛64，邀请了互联网立法、司法、

执法领域的主管部门领导，国内高等院校、研究机构、知名学者以及

行业企业代表参会，聚焦人工智能变革时代的互联网法治理论和实践

领域重点热点问题开展研究交流。

2.完善网络法学教育体系

确立网络和信息法学学科地位，完善法学教育体系。1月，《研

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简介及其学位基本要求（试行版）》正式将网络与

信息法学列为法学二级学科65，明确网络与信息法学是“以调整网络

与信息领域社会关系中的法律规范为研究对象”的法学学科，助力提

升“以法管网”“以法治网”的理论研究水平，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网

63 中央网信办：网络法治建设高质量发展 中国网络法治三十年大事记，

https://www.cac.gov.cn/2024-06/28/c_1721255262804458.htm，最后访问日期：2024年 11月 22日。
64 中国互联网协会：2024中国互联网大会 | 第十届中国互联网法治大会主论坛在京举办，

https://www.isc.org.cn/article/21447125676322816.html，最后访问日期：2024年 11月 22日。
65 湘潭大学法学院：网络与信息法学学科建设论坛，https://law.xtu.edu.cn/info/1037/11474.htm，最后访问日

期：2024年 11月 22日。

https://www.cac.gov.cn/2024-06/28/c_1721255262804458.htm
https://www.isc.org.cn/article/21447125676322816.html
https://law.xtu.edu.cn/info/1037/1147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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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和信息法学知识体系和人才培养体系。截止 2024年底，全国已有

清华大学、中国政法大学、武汉大学等多所高校建设网络和信息法学

相关专业，推进网络法学、数据法学、个人信息保护等领域的专门教

材不断丰富，为网络法治人才培养奠定良好基础。

3.广泛开展网络普法宣传

广泛开展网络普法宣传活动，营造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浓厚氛围。

2024年，“全国网络普法行”系列活动依次在北京、天津、河北、

江苏、内蒙古、云南、安徽开展66，普法活动将网络安全法、反电信

网络诈骗法等作为网络普法重点内容，推动网络安全进校园、进企业、

进机关、进社区。在普法宣传过程中，瞄准网络空间法治建设各环节，

借力科技赋能网络普法，促使法律服务获取更为便捷。此外，相关部

门充分利用网络普法形式多样性、传播及时性、覆盖广泛性的优势特

长，通过打造网络普法矩阵、建强网络普法队伍，推进网络法治宣传

教育常态长效，营造风清气正、文明健康的网络环境。

三、2024年国际互联网法治情况

依法治网是全球各国的通行做法，2024年，主要国家和地区持

续推进互联网法治建设，加快人工智能法治化进程，积极推动基础设

施制度建设，持续健全网络安全和数据治理制度，强化平台内容管理

和监管执法，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持续动能。

（一）人工智能立法加速推进，技术应用规范逐步建立

2024年，主要国家通过推动人工智能相关立法、指南、标准等

66 中央网信办：全国网络普法行 2024，https://www.cac.gov.cn/gzzt/ztzl/zt/qgwlpfx/A0920011105index_1.htm，

最后访问日期：2024年 11月 22日。

https://www.cac.gov.cn/gzzt/ztzl/zt/qgwlpfx/A0920011105index_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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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抢抓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先机。随着欧盟《人工智能法》等专门

立法的出台，数据、算法、知识产权保护等重点领域的制度规则和标

准规范逐步建立。

1.加快制定人工智能立法和国际治理规则

推动出台人工智能综合性基本法，构建人工智能规范体系。5月，

欧盟理事会批准出台全球首部综合性人工智能立法《人工智能法》67，

在适用范围、人工智能系统风险分级管理、通用人工智能模型管理、

合规责任分配、上下游协同、主管机构设置、执法与处罚等方面为人

工智能产业链上相关方提供了一套合规义务框架，确保尊重欧盟公民

的基本权利，促进在欧盟单一市场上开发、采用安全的人工智能系统。

5月，英国《人工智能（监管）法案》68通过三读，明确人工智能管

理局在监管人工智能时必须考虑的原则，拟设立专门机构规范人工智

能产业技术发展。5月，智利科学、技术、知识和创新部牵头提出一

部人工智能法提案69，拟鼓励创建和实施优先考虑人类利益的人工智

能系统，促进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与道德准则、法律规则相适应。12

月，韩国国会全体会议上表决通过了《旨在构建人工智能发展与信赖

基础的人工智能基本法》。韩国成为继欧盟（EU）之后，第二个制

定人工智能基本法的国家。该法将重点放在制定人工智能相关国家层

面的协同治理体系、系统地培养人工智能产业、预防人工智能将带来

的危险等法律基础。

67 Proposal for a Regulation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Laying Down Harmonised Rules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68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egulation) Bill.
69 该提案名称未透露，官方描述为：AI law that seeks to regulate and encourage the ethical and responsible
development of AI technology，最后检索日期为 2024年 11月 26日。



互联网法治研究报告（2024年）

27

美国多州出台立法，加强人工智能治理。3月，华盛顿州州长签

署参议院第 5838号《关于建立人工智能工作组的法案》70并成为法律，

该法成立了一个工作组，评估人工智能的用途和趋势，并就使用人工

智能系统指导方针向立法机关提出建议。4月，弗吉尼亚州《关于公

共机构使用人工智能和建立人工智能委员会法》71签署通过，将指导

技术与科学联合委员会审查联邦公共机构使用人工智能情况，要求安

装使用人工智能系统的公共机构提交年度评估报告及使用清单。9月，

美国加州通过《加利福尼亚人工智能透明度法》72，赋予消费者识别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权利，要求大型生成式人工智能公司对人工智能

生成的内容进行标记。

推动构建人工智能国际治理框架。3月，联合国大会通过首个关

于人工智能的全球决议《抓住安全、可靠和值得信赖的人工智能系统

带来的机遇，促进可持续发展》73，决议草案由美国提交，同时还有

120多个会员国成为“共同提案国”或表达支持。该决议倡导线上和

线下的同等权利、弥合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的人工智能鸿沟和其他数

字鸿沟、让人类管控人工智能等，在人工智能治理问题上确立了全球

统一规范标准。5月，欧洲委员会通过《人工智能与人权、民主和法

治框架公约》74，明确了使用人工智能系统时尊重人权、法治和民主

的标准，制定了涵盖人工智能系统整个生命周期的法律框架，以解决

人工智能系统带来的风险，同时促进人工智能系统负责任的创新发展，

70 Senate Bill 5838 on establishing a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ask Force.
71 Bill on use of AI by public bodies and establishing AI Commission.
72 California AI Transparency Act.
73 Seizing the Opportunities of Safe, Secure and Trustworth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ystem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74 Framework Convention on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uman Rights, Democracy and the Rule of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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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条约相关要求与欧盟《人工智能法》相关规定相协调。7月，联

合国大会协商一致通过中国主提的联大《关于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

国际合作》的第 A/RES/78/311号决议，强调人工智能发展应坚持以

人为本、智能向善、造福人类的原则，鼓励通过国际合作和实际行动

帮助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增强发展中国家

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倡导开放、公平、非歧视

的商业环境，支持联合国在国际合作中发挥中心作用，实现人工智能

包容普惠可持续发展。

2.建立人工智能数据合规要求

出台隐私保护、数据质量等方面立法及指南，明确人工智能技术

使用数据的安全底线以及各主体合规义务。5月，德国发布《人工智

能与数据保护指南》75，针对人工智能应用的部署者、开发者、制造

者和提供者进行规定，以指导生成式人工智能符合《通用数据保护条

例》的规定。5月，奥地利数据保护局发布关于《通用数据保护条例》

与欧盟《人工智能法》关系的说明，明确人工智能系统的提供者和运

营商在《通用数据保护条例》下作为控制者或处理者的义务。6月，

欧洲数据保护专员公署发布《关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数据合规指南》

76，指引欧盟机构、组织、主管部门和办公室在使用或开发生成式人

工智能工具时遵守相关的数据保护义务。7月，新加坡个人数据保护

委员会发布《隐私增强技术：合成数据生成建议指南》77，明确合成

数据生成技术及其应用场景的操作方式，以实现隐私保护和数据质量

75 guidelines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data protection.
76 First EDPS Orientations for ensuring data protection compliance when using Generative AI systems.
77 the Privacy Enhancing Technology (PET): Proposed Guide on Synthetic Data Gen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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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平衡。7月，韩国个人信息保护委员会发布《关于处理公开数

据以开发和服务人工智能的指南》78，引导企业合法安全的使用公开

数据开发和训练人工智能技术。10月，澳大利亚信息专员办公室发

布《关于隐私以及开发和训练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的指南》79，指导

人工智能模型或系统的开发者如何收集、使用和披露个人信息来开发

或训练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同时发布《关于隐私和使用商用人工智

能产品的指南》80，指导企业在使用商用人工智能产品时如何更好地

履行其隐私义务。

3.明确人工智能算法使用规则

明确算法和自动化决策领域透明度要求，保护数据主体自由与权

利。5月，美国科罗拉多州出台《人工智能系统交互的消费者保护法》

81，指导“高风险人工智能系统”的开发者或部署者采取合理的谨慎

措施，以避免高风险系统内的算法歧视。9月，英国上议院提出《公

共机构算法和自动决策系统法案》82并通过一读，拟规范公共部门决

策过程中自动化和算法工具的使用，要求公共机构对自动化和算法决

策系统进行影响评估。

4.关注人工智能知识产权保护

加强涉人工智能知识产权保护。在使用版权数据训练大模型方面，

5月，日本版权局发布《关于人工智能和版权的一般性理解》83，明

确使用版权数据用于大模型训练属于《日本著作权法》第三十条之四

78 AI 개발 및 서비스를 위한 공개된 개인정보 처리 지침.
79 Guidance on privacy and developing and training generative AI models.
80 Guidance on privacy and the use of commercially available AI products.
81 Senate Bill 24-205 a bill for an act concerning consumer protections in interactions with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ystems.
82 the Public Authority Algorithmic and Automated Decision-Making Systems Bill.
83 General Understanding on AI and Copyright in 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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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享受使用”的情形。8月，欧盟《人工智能法》生效，明确通用

人工智能模型的提供者若对作品进行文本和数据挖掘的，需要获得权

利人的授权。在人工智能辅助生成内容权利保护方面，2月，美国专

利商标局发布《人工智能辅助发明的发明人指南》84，坚持保护人类

作者与人类发明人原则，明确专利的发明人必须是自然人，自然人利

用人工智能辅助发明可以获得专利保护。4月，美国专利商标局发布

《关于人工智能工具的使用指南》85，明确了向美国专利商标局提交

申请时面对使用人工智能工具引发的保密性和道德相关风险，要求对

专业人士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尤其是生成式人工智能）来创建内容进

行尽职调查。

5.构建人工智能行业应用规范

搭建科研、金融、医疗等人工智能各行业及细分领域应用规范体

系。在科学研究领域，3月，欧盟委员会发布一套《关于在研究中负

责任地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指南》86，为欧洲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

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提供指导支持。在金融领域，4月，继英国政府

发布对《人工智能监管白皮书》的咨询答复后，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

更新人工智能监管规则，介绍了最新人工智能的监管办法，明确了人

工智能、区块链和云基础设施等新兴技术对金融市场和消费者保护的

影响评估规则。在医疗健康等领域，7月，意大利参议院公布一项人

工智能法案87，明确医疗保健、公共行政、司法和与知识产权等领域

84 Inventorship Guidance for AI-Assisted Inventions.
85 Guidance on Us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Based Tools in Practice Before the United State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
86 Guidelines on the responsible use of generative AI in research.
87 该法案名称未明确，官方表述为参议院 1146法案（Atto Senato n. 1146），最后检索日期为 2024年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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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的具体规定，要求利用人工智能技术造成损害的可

能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二）基础设施制度持续优化，安全管理体系不断完善

2024年，国际社会适应网络安全发展形势变化，持续强化网络

安全顶层设计，完善国家网络安全制度体系，围绕关键信息基础设施

和重点行业安全管理制定出台相关法律法规，防范新兴技术网络安全

风险，打击国际网络犯罪。

1.持续完善电信领域基础立法

拓展电信监管范围，强化电信监管职责。7月，越南《电信法》

88修订生效，加强对新兴数字基础设施和服务提供商的监管，扩大了

监管范围，对直接参与越南电信或相关活动的本地组织、外国组织和

个人等进行规范。9月，印度电信部根据《2023年电信法》发布《电

信（电信网络安全）规则》89草案，拟规定政府有权向电信提供商索

取流量数据，通过监控数据来识别潜在威胁模式，以加强电信网络安

全，保护用户避免遭受网络欺诈。

持续完善电信规则。3月，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正式通过《空间

补充覆盖》监管规则90，在频段划分、使用地区、准入标准、国际申

报协调等方面对现有法规进行补充，以促进地面移动通信运营商和卫

星运营商之间的合作，推动智能手机用户在没有地面移动服务的地区

建立通信连接。4月，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恢复“网络中立”规则，

月 26日。
88 telecommunication law.
89 Telecommunications (Telecom Cyber Security) Rules.
90 Supplemental Coverage from Space 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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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了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有权撤销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外资实

体在美国运营宽带互联网的授权，禁止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屏蔽、限制

合法内容或者进行合法内容的付费优先级排序。8月，国际电信联盟

发布 2024年版《无线电规则》，确定了新的频谱资源，提高了天基

无线电资源的可及性和公平使用，并加强安全性保障。

2.不断加强网络安全顶层设计

构建和完善网络安全顶层立法，应对网络安全风险。3月，马来

西亚国会通过《2024年网络安全法》91，通过制定一系列网络威胁管

理措施、标准和具体流程来加强国家网络安全，保障政府在处理网络

安全事故中的能力。5月，新加坡国会通过《网络安全法》修正案，

规定关键信息基础设施所有者对其网络安全和网络弹性负责，并承担

风险事件报告义务。10月，欧盟理事会通过《网络弹性法》92，明确

了欧盟范围内的网络安全要求，规范硬件和软件产品的设计、开发、

生产和上市过程。

制定网络安全管理标准指南，加强网络风险管理、评估与报告。

1月，欧盟委员会发布《关于采用基于欧洲通用标准网络安全认证体

系的实施条例》93，根据欧洲网络安全认证框架对《欧洲通用标准网

络安全认证计划》94中的相关主体、规则和义务等进行了规定，提高

信息和通信技术产品、服务以及流程的可信度。2月，美国国家标准

91 Cybersecurity Bill 2024.
92 Cyber Resilience Act.
93 Implementing Regulation on the adoption of a European Common Criteria-based cybersecurity certification
scheme.
94 European Common Criteria-based cybersecurity certification sche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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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技术研究院发布《网络安全框架》2.0版本95，将适用范围从关键基

础设施扩大到所有组织，重点关注治理和供应链问题，同时提供实施

框架所需的工具以加速框架实施。3月，英国国家网络安全中心发布

了《网络安全评估框架（3.2版）》96，为公共和私营部门提供了一套

全面的网络安全评估方法指南，以帮助组织的首席执行官管理网络安

全事件。10月，欧盟委员会根据《关于在欧盟实现高度统一网络安

全措施的指令》97，对网络安全风险管理措施、构成重大事件的具体

情形进行规定，明确了提供数字基础设施和服务的公司履行向国家报

告的义务。

3.加强关键基础设施安全管理

4月，美国拜登政府发布《关于关键基础设施安全和复原力的国

家安全备忘录》98，明确了联邦政府在关键基础设施安全、网络弹性

和风险管理方面的作用和责任，要求实施协调一致的国家方法来评估

和管理特定部门和跨部门风险。6月，美国国防信息系统局批准《云

计算安全要求指南》99，明确了全部国防系统云计算服务商的安全控

制及具体要求。6月，美国总统拜登签署《白宫供应链韧性委员会行

政令》100，重申加强美国供应链的持久韧性是拜登政府的核心政策，

进一步明确了白宫供应链韧性委员会的成员组成、主要职责和任务。

9月，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发布一份拟议规则101，明确了针对世

95 Cybersecurity Framework 2.0，CSF.
96 Cyber assessment framework v3.2.
97 Directive on Measures for High Common Level of Cybersecurity across the Union.
98 National Security Memorandum on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Security and Resilience.
99 Cloud Computing Security Requirements Guide.
100 Executive Order on White House Council on Supply Chain Resilience.
101 Establishment of Reporting Requirement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dvance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Models and
Computing Clus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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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领先的人工智能开发人员和云提供商的强制性报告新要求，明确了

部分具有领先地位的人工智能模型和计算集群的开发人员应向联邦

政府提供详细报告。11月，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更新了网络

安全供应链风险管理指南102，以识别、评估和缓解跨组织层面的供应

链网络安全风险。

4.防范新兴技术网络安全风险

通过指南防范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安全风险。1月，澳大利亚、

美国、英国等多国网络安全机构联合发布《参与人工智能》103的新指

南，明确使用人工智能的常见威胁及网络安全防御措施，指导政府、

企业等组织安全使用人工智能系统。4月，美国国土安全部发布《降

低人工智能风险：关键基础设施所有者和运营者安全和安保指南》104，

将人工智能风险分为利用人工智能攻击关键基础设施、针对人工智能

系统本身的攻击以及人工智能设计和实施中可能危及基础设施运行

失灵等三种类型，并制定了具体的安全和安保准则，以减轻关键基础

设施面临的人工智能风险。10月，新加坡网络安全局推出《人工智

能系统安全指南》105和《人工智能系统安全配套指南》106，帮助企业

识别和应对各种网络安全威胁，保护人工智能系统避免遭受供应链攻

击等传统网络安全风险和对抗性机器学习等新风险的影响。

5.通过国际公约推进全球治理

102 NIST's Cybersecurity Supply Chain Risk Management (C-SCRM) framework.
103 Engaging with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104 MITIGATING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RISK:Safety and Security Guidelines for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Owners and Operators.
105 Guidelines on Securing AI Systems.
106 Companion Guide on Securing AI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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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联合国网络犯罪问题特设委员会全体成员一致通过了首个

专门针对网络犯罪的国际公约——《关于打击为犯罪目的使用信息和

通信技术行为的全面国际公约》107（简称《联合国打击网络犯罪公约》），

《联合国打击网络犯罪公约》草案共 68条，由 9个章节组成，分别

是总则、刑事定罪、管辖权、程序措施和执法、国际合作、预防措施、

技术援助和信息交流、实施机制和最后条款。内容包括确立基本宗旨、

协调刑事定罪、完善执法措施、建立合作机制、倡导强化预防措施、

鼓励开展技术援助和信息交流等六个具体方面。12月，在第 79届联

合国大会上，193个联合国成员国以一致方式通过了具有里程碑意义

的《联合国打击网络犯罪公约》。后续，按照程序安排，《联合国打

击网络犯罪公约》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放签署至 2026年 12月 31

日，并在 40个国家批准后生效。该公约首次建立了全球层面打击网

络犯罪及支持相关数据访问的法律框架，共同打击网络犯罪和促进跨

国数据交换。9月，联合国未来峰会通过成果文件《未来契约》及其

附件《全球数字契约》，聚焦数字连接与能力建设、数据保护、数字

合作、人工智能治理等当前全球数字治理的关键议题，强调了国际合

作在全球数字治理中的核心作用，倡导了包容性、发展导向、人权、

性别平等、环境可持续性、公平、无障碍、可互操作、负责任创新等

核心原则，确保所有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能够充分享受数字红利。

（三）数据治理制度持续健全，数据利用规则不断深化

2024年，国际社会关注进一步出台和完善数据共享利用的法律

107 Comprehensiv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Countering the Use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ies for Criminal Purpo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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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出台促进数据跨境流动的法律规定和配套文件，细化个人信息

重点领域立法，保障个人信息和数据价值安全释放。

1.健全数据共享利用规则

持续制定出台数据共享利用法律法规及相关配套文件。1月，欧

盟《数据法》108生效，作为欧盟《数据治理法》109的补充，积极促进

数据安全共享。4月，欧盟发布《数据法》相关解释110，全面明确了

《数据法》的立法目标和实践运作方式等内容，保障数据（特别是工

业数据）更易于访问和使用，鼓励数据驱动创新和提高数据可用性，

以增强欧盟数字经济并促进数据市场竞争。5月，新西兰议会出台《客

户和产品数据法》111，规定指定行业的消费者数据权，促使消费者对

如何访问和使用其数据有更大的控制权，同时使企业之间能够更有效

的访问和共享客户和产品数据，以促进形成安全、标准化和高效的数

据服务。6月，法国数据保护机构 CNIL发布对公共数据使用和分发

的建议112，明确了数据分发者的法律地位、分发数据的法律依据以及

通知受影响人员的方式，要求组织机构在处理公共个人数据之前应当

明确《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等法律对其的义务要求，确定其处理公共

数据的法律依据以及通知数据主体的程序等。

明确数字身份技术管理要求和流程。4月，《欧盟官方公报》发

布了建立欧洲数字身份框架的第 2024/1183号条例113，确保为欧盟范

108 The Data Act.
109 Data Governance Act.
110 Data Act explained.
111 Customer and Product Data Bill.
112 Ensuring the lawfulness of the data processing - Defining a legal basis.
113 the Regulation（EU) 2024/1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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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内使用的电子身份识别服务提供适当的安全级别，使自然人和法人

能够在欧盟范围内行使访问在线公共和私人服务的权利。8月，美国

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发布《数字身份指南》第二版修订草案114，明

确了数字身份的公平性、可选性和用户的选择权，加强对欺诈和高级

威胁的防范，使用户能够通过各类身份证明方式安全直接地访问在线

服务，实现可访问性与安全性的平衡。

规范医疗健康数据的共享利用。3月，德国联邦卫生部通过《健

康数据使用法》115，将通过建立一个中央数据访问协调点促进研究人

员能够访问各种来源的研究数据。4月，欧洲议会通过《欧洲健康数

据空间条例》116，正式批准建立欧洲健康数据空间，构建一个由欧盟

及成员国治理机制和安全的处理环境组成的法律框架，确保了健康数

据的自由流动，通过共享和二次利用，充分发挥健康数据在医疗保健、

研究创新及政策制定的积极作用。

2.完善数据跨境流动制度

多个国家和地区调整完善数据跨境流动监管规则，优化数据跨境

流动限制措施，扩大数据跨境流动“白名单”范围，使用多元化跨境

工具，持续拓宽数据跨境流动渠道。

完善数据跨境流动具体要求。1月，法国数据保护机构发布《传

输影响评估指引（草案）》117，明确指出数据传输者根据《通用数据

保护条例》第 46条向欧盟经济区以外的国家传输数据时需要进行传

114 NIST SP 800-63-4.2.
115 Gesundheitsdatennutzungsgesetz.
116 European Health Data Space Regulation.
117 Transfer Impact Assessment.



互联网法治研究报告（2024年）

38

输影响评估，保证数据向境外传输会受到同《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同

等水平的保护。2月，东盟发布《东盟示范合同条款和欧盟合同条款

联合指南》118，确定了企业在东盟和欧盟之间基于示范合同条款以及

标准合同条款传输数据时可以考虑实施的最佳方案。3月，泰国《个

人数据保护法》119第 28条和第 29条中关于数据跨境流动的规定生效。

其中，第 28条规定了接收传输的个人数据的目的地国家或国际组织

的个人数据保护水平是否充分的评判标准，第 29条规定了接收传输

的个人数据的目的地国家或国际组织在缺乏政策或充分性决定的情

况下实施适当保护措施的标准。4月，《欧洲互操作法》120生效，该

法支持建立一个相互关联的数字公共管理网络，加速欧洲公共部门的

数字化转型，促进公民、企业和公共行政部门使用数据跨境流动驱动

的数字公共服务。6月，土耳其《个人数据保护法》修正案121正式生

效，根据《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的规定修改了数据跨境流动的条件，

允许在保护数据主体权利的前提下数据处理者可采用新方法跨境传

输个人数据。

完善数据跨境流动协议及标准合同条款。1月，欧盟委员会完成

对 11个法域数据保护充分性决定122的审查，审查报告显示从欧盟传

输到新西兰、瑞士等 11个法域的个人数据仍然受到充分的数据保护

保障，确认了这 11个法域制定的充分性决定有效。3月，欧盟委员

118 Joint Guide to ASEAN Model Contractual Clauses and EU Contractual Clauses.
119 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Act.
120 Interoperable Europe Act.
121 Amendments in Turkish 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Law 2024.
122 adequacy dec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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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通过加拿大与欧盟之间的乘客姓名欧洲记录数据传输协议123，明确

了事先审查、处理敏感数据、自动化处理标准等具体事项。7月，《欧

盟-日本关于数据跨境流动的协议》124正式生效，明确双方要确保以

电子方式进行数据跨境传输，不得采取禁止或限制缔约双方进行数据

跨境的相关措施，该协议同时被纳入《欧盟-日本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125。8月，瑞士联邦委员会通过瑞士—美国数据隐私框架126并批准了

对《数据保护条例》127的相应修订，将美国列入了具有足够数据保护

国家名单。10月，欧洲数据保护委员会发布对欧盟—美国数据隐私

框架的首次定期审查报告，详细评估了框架的执行情况，并在隐私保

护和数据安全方面提出了进一步的改进建议。

3.细化个人信息保护规则

个人信息保护基本法的立法、修订工作持续推进。4月，美国参

议院公布《美国隐私权法案》草案128，规定了明确的数据隐私权利和

保护措施，建立了执法机制，赋予个人提起诉讼的权利，这是美国联

邦层面的第一个全面的、综合性的隐私权法案提案。7月，马来西亚

国会修订通过《个人数据保护法》，增加数据委托处理者的直接责任，

规定数据合规官的任职要求，大幅提高罚款金额，明确了数据泄露的

强制通知义务，废除了数据跨境流动白名单制度等。8月，以色列议

会通过《隐私保护法》（第 13号修正案）129，对原隐私保护法的内

123 agreement for the transfer of passenger name records (PNR) data on flights between the EU and Canada.
124 EU-Japan Agreement on Cross-Border Data Flows.
125 the EU-Japan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EPA).
126 Data Privacy Framework.
127 the Data Protection Ordinance.
128 The American Privacy Rights Act of 2024.
129 תיקון 13 לחוק הגנת .הפרטיו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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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进行了修订，包括对特别敏感信息的定义进行了更新、扩大隐私保

护局的监督和执法权力、增加了企业负有任命隐私保护官的义务等，

规定了新的行政罚款、针对特定违规行为的刑事犯罪以及民事索赔的

法定赔偿等，总体与《通用数据保护条例》标准保持一致。8月，智

利众议院正式通过《个人数据保护法》130，明确了姓名、住址、地理

位置、电子邮件、生物识别数据和电话号码等个人信息的处理和保护

方式，加强规范个人敏感信息处理，对企业违规行为实施严厉处罚。

细化重点领域个人信息保护规则。3月，英国信息专员办公室发

布新的《数据保护罚款指南》131，详细说明了如何根据上位法决定是

否处罚和如何计算罚款的方式。5月，欧洲数据保护委员会发布有关

金融数据访问和支付服务方案的声明，在声明中提出了多项建议，包

括制定明确的个人数据记录和披露规则，透明度和数据最小化要求等。

5月，丹麦数据保护机构发布数据泄露情况下数据主体通知要求的指

南，明确了私营部门和公共部门在数据泄露后向公民发出通知的要求。

5月，加拿大魁北克《个人信息匿名化条例》132生效，确定了个人信

息匿名化的标准和术语，规定了对个人信息进行匿名化处理的流程步

骤。

加强生物识别信息等敏感信息保护。2月，美国白宫发布《关于

防止受关注国家访问美国人的大量敏感个人数据和美国政府相关数

据的行政命令》133，重点限制向受关注国家传输美国公民的敏感个人

130 the Protection of Personal Data.
131 data protection fining guidance
132 the Regulation onAnonymization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133 Executive Order on Preventing Access to Americans’ Bulk Sensitive Personal Data and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Related Data by Countries of Conc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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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包括基因组数据、生物识别数据、个人健康数据、地理位置数

据、财务数据和某些类型的个人身份识别信息。2月，美国司法部发

布《拟议规则制定预先通知》134，要求为美国公民的敏感个人数据建

立明确的保护措施以防止受关注国家进行访问和利用。

（四）平台治理规则不断完善，监管规范力度持续提升

2024年，各国积极丰富和完善平台领域立法，不断完善互联网

市场秩序管理规则，持续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强化平台内容管理要

求，维护未成年人网络空间权益，加大网络空间监管执法力度，保障

互联网平台健康发展。

1.完善市场秩序应对新型竞争

明确数字市场竞争规则和反垄断相关标准。5月，英国正式通过

《数字市场、竞争和消费者法》135，适用于拥有“战略市场地位”的

公司，阻止“战略市场地位”科技企业滥用其地位，使竞争对手和消

费者处于不利地位。6月，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通过《促进特定

智能手机软件竞争法》136并立即生效，要求已经拥有市场优势地位的

互联网企业巨头在手机软件市场、支付系统运营等方面对相关竞争企

业进行开放，鼓励良性竞争及降低报价等行为，同时提高罚款标准，

规定若巨头存在违反相关法规的行为，将处以日本国内营业额 20%

的罚款，若存在反复多次违反的情况，罚金标准将提升至 30%。

积极应对人工智能领域竞争问题。7月，美国司法部、美国联邦

134 Advance Notice of Proposed Rule making.
135 Digital Markets, Competition and Consumers Act.
136 Act on Promotion of Competition Related to Specified Smartphone Software.



互联网法治研究报告（2024年）

42

贸易委员会、欧盟委员会、英国竞争和市场管理局发布《关于生成式

人工智能基础模型和人工智能产品竞争的联合声明》137，共同强调了

公平、开放和竞争性市场在开发和部署生成式人工智能方面的重要性，

并提出人工智能生态系统中竞争的原则。10月，七国集团发布《数

字竞争公报》138，确定了公平竞争、公平获取、选择权、互操作性、

透明度以及问责制等人工智能市场公平竞争指导原则。

2.加强互联网消费者权益保护

明确平台企业消费者权益保护责任。4月，韩国个人信息保护委

员会发布了海外企业遵守《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应用标准和要求指南，

将受该指南约束的企业类型划分为向韩国数据主体提供商品和服务、

进行影响韩国数据主体的个人信息处理活动或在韩国境内有营业场

所的海外企业，并梳理总结出海外企业必须遵守的事项。9月，欧洲

数据保护委员会与欧盟委员会宣布合作制定协调《数字市场法》与《通

用数据保护条例》的指南，解决两法之间可能存在的冲突和不确定性，

确保被认定为“数字守门人”的大型平台或公司执行《数字市场法》

时，能够有效履行《通用数据保护条例》规定的数据共享、隐私保护

和透明度等方面义务。

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2月，欧盟《数字服务法》139全面生效，

规定在欧盟拥有用户的在线平台应坚持保护未成年人原则，禁止基于

未成年人个人数据的定向广告。4月，英国信息专员办公室发布

137 Joint Statement on Competition in Generative AI Foundation Models and AI Products.
138 Digital Competition Communique.
139 Digital Services 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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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2025年《儿童守则战略》140，明确社交媒体和视频共享平台需

要改进的优先领域以及如何继续执行法律。5月，英国通信办公室发

布了《儿童安全业务守则》草案141，列出年龄验证系统、用户投诉渠

道及相关风险评估等 40多项安全措施，以确保儿童网络安全。7月，

美国参议院通过了《儿童在线安全和隐私法案》142，要求平台在创设

或实施任何功能时必须采取合理谨慎措施，防止对未成年人产生精神

健康障碍问题。11月，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参议院通过《2024网络安

全（社交媒体最低年龄）修正案》143，禁止 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

多数社交媒体平台。此外，2024年，美国佛罗里达州、密西西比州、

田纳西州、马里兰州、科罗拉多州、弗吉尼亚州、科罗拉多州和纽约

州等均出台未成年人在线保护相关立法，对在线平台关于未成年人的

隐私保护、内容管理、年龄验证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

3.强化平台企业内容管理要求

出台社交媒体平台内容管理规则，加强网络内容管理。2024年

以来，美国围绕《通信规范法》第 230条进行新一轮修订讨论，拟规

定要求平台在内容管理和虚假信息传播的控制上承担更多义务，包括

明确平台的责任边界、严格内容审核要求等。4月，西班牙发布第

444/2024号皇家法令，144将影响力大（年度总收入超过 300000欧元

且拥有相当数量的观众）的网红博主纳入传统媒体监管框架，规定其

140 Children's code strategy.
141 Children's Safety Codes of Practice
142 the Kids Online Safety and Privacy Act
143 Online Safety Amendment (Social Media MinimumAge) Bill 2024
144 该提案名称未透露，官方描述为：The new Spanish Royal Decree 444/2024 outlining the requirements for
classifying a user as a High Profile Influencer (the "Royal Decree")，最后检索日期为 2024年 11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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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内容范围、特定内容播放时间以及标示广告内容等。8月，美国

联邦贸易委员会发布一项打击虚假评论和推荐行为的新规则，禁止销

售或获取虚假的消费者评论和推荐、购买正面或负面评论、评论压制

等，并授权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对违规者进行民事处罚。

4.加强互联网领域执法司法

加强重点领域反垄断执法司法。3月，欧盟委员会对苹果公司处

以 18亿欧元的罚款，因其滥用市场支配地位，通过应用商店向 iPhone

和 iPad用户（iOS用户）分发音乐流媒体应用程序，制定反引导条款

阻止程序开发人员向用户告知其它可替代性音乐订阅服务。6月，广

告技术集体行动组织发起一项诉讼，指控谷歌利用自身优势滥用广告

的主导权导致英国的在线出版商亏损，伦敦竞争上诉法庭对此裁定谷

歌赔偿 136亿英镑。

持续强化数据保护执法。3月，意大利数据保护机构对 Open AI

发布的人工智能文生视频大模型 Sora发起调查，要求 Open AI澄清，

其告知用户和非用户有关其产品使用数据的方式是否符合欧盟法规。

4月，欧洲数据保护委员会公布了年度报告，统计了各成员国数据保

护机构在 2023年作出的罚款决定，涉及未经授权的数据处理、未能

通知数据泄露、以及未能遵守个人权利等多种违规行为，罚款总额超

19亿欧元，案例凸显了数据保护机构在确保《通用数据保护条例》

得到有效执行方面的关键作用。8月，荷兰数据保护局对优步处以 2.9

亿欧元罚款，因优步未在提供适当保障措施的情况下将欧洲司机的账

户、出租车执照、位置数据、付款详情、身份证件以及犯罪和医疗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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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等敏感信息转移到美国。

四、互联网法治展望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作出系统谋划部署，强调要“加强网络空间法治建设”，“加强重点

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为做好未来互联网法治工作指明

了方向。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我国面临新的发展形势和新的问题挑

战，需进一步发挥互联网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

下一步，需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聚焦数字基础

设施、新技术新应用、数据要素、网络空间综合治理等方面持续健全

完善法律制度，以高水平法治建设护航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完善互联网基础性立法，夯实数字经济安全底座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

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健全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对“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

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作出重要部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新

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强战略布局，加快建设高速泛在、天地一体、云

网融合、智能敏捷、绿色低碳、安全可控的智能化综合性数字信息基

础设施，打通经济社会发展的信息‘大动脉’”。当前世界各国纷纷

把推进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实现创新发展的重要动能，不断激活新

应用、拓展新业态、创造新模式。目前，我国已经建成全球规模最大、

技术最先进的宽带网络，5G网络全球规模最大，IPv6地址拥有量位

居全球前列。同时也要看到，与网络强国的战略目标相比，我国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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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建设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和挑战。

下一步，可考虑通过基础立法引导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

生产力集聚，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和改造升级，营造具有全球竞争

力的开放创新生态。一方面，目前《电信法》已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

2024年度立法工作计划预备审议项目，后期可考虑借《电信法》立

法契机，健全电信基础管理制度和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协调机制，构建

完善新型信息设施建设与保护制度，统筹推进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大

力发展算力基础设施，加强基础资源规划和储备。另一方面，可考虑

借助《网络安全法》修改为契机，在新修改条款中更好地平衡发展和

安全的关系，丰富以安全促发展理念，妥善调整违反网络运行安全保

护义务或者导致危害网络运行安全等后果的行为的行政处罚种类、幅

度，完善网络安全领域法律责任承担机制。

（二）促进新兴技术创新发展，完善人工智能发展和治

理规则

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治理法治化是确保新技术新应用安全有序发

展的重要保障，也是目前发达经济体的普遍做法。《决定》提出“完

善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和管理机制”，“建立人工智能安全监管制度”。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促进发展和依法管理相统一，既大力培

育人工智能、物联网、下一代通信网络等新技术新应用，又积极利用

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引导新技术应用”。当前，与发达国家相比，我

国新兴产业科技创新的基础条件和能力总体偏弱，核心基础零部件、

关键基础材料、先进基础工艺和基础软件等关键领域产业链还存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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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薄弱环节。后续立法可考虑以促进健康发展为规范目标，围绕人工

智能、低空经济、车联网、工业机器人等新技术领域出台规范、制定

标准、探索法律适用，引导新兴技术向上向善发展。

下一步，可区分短期和中长期计划，采取“渐进式”立法模式，

有序推进相关立法工作，促进和保障我国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高质量

发展。在短期内，需要做好《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生

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适用工作。可考虑由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适时发布人工智能相关决定，通过法律

适用解决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中长期来看，可考

虑研究制定基础性综合性《人工智能法》，统筹协调产业发展、权利

保护及伦理考量等各方面关系，规范涉及算法、算力、数据的法律行

为，在法律保障章节健全人工智能科技伦理监督管理规范，完善相应

的侵权责任规范体系，形成体系化的人工智能法规范路径。此外，可

考虑通过《机动车生产准入管理条例》《卫星导航条例》145等相关条

例，构建促进车联网、低空经济等新技术新领域发展的规范，通过优

化业务准入条件、推动相关基础设施建设、降低经营合规成本等方式

推动技术发展。

（三）持续健全数据基础制度，充分释放数据要素价值

《决定》提出，“建设和运营国家数据基础设施，促进数据共享。

加快建立数据产权归属认定、市场交易、权益分配、利益保护制度，

提升数据安全治理监管能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健全要素参

145 机动车生产准入管理条例、卫星导航条例已被列入《国务院 2024年度立法工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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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收入分配机制，激发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和数据等生产

要素活力”，“要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数据是数字

经济发展的关键生产要素，是国家基础性战略性资源，当前全国数据

存储总量较大，数据生产规模持续扩大。然而，我国数据采集和供给

质量待提高，数据流通保障体系尚不完善，数据安全保障制度较为原

则，数据收益分配机制尚未成熟。随着《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出

台实施，我国数据安全管理制度体系已基本形成，后续立法将以促进

数据供给、流通、分配全流程为主线，以提高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水平

为目标，在确保数据安全为底线前提下，推进数据治理制度创新、填

补制度空白。

下一步，可聚焦数据供给、交易流通、安全保障、收益分配等方

面的制度构建，激发数据共享开放动力，畅通数据利用渠道，扫清数

据要素市场建设障碍。宏观层面，借助《数字经济促进法》立法契机

146，结合各地探索实践经验，以释放数据要素价值为主要价值导向，

探索数据供给、流通、分配、安全等方面制度的构建逻辑及体系结构，

充分释放数据要素放大、叠加、倍增效应。微观层面，研究探索数据

采集、加工、处理、流通、交易、销毁等全链条的制度实践，总结梳

理推动数据要素价值释放有益经验，适时提升固化为法律制度。

（四）健全网络空间综合治理，丰富完善内容管理规则

网络空间是亿万民众共同的精神家园，网络空间天朗气清、生态

良好是广大网民的共同期待。《决定》对“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

146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已经将数字经济促进法列为需要抓紧工作、条件成熟时提请审议的

法律草案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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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系统部署，强调“加强网络空间法治建设，健全网络生态治理长

效机制，健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工作体系”。近年来，我国全面推进

网络法治建设，系统施策营造综合治理新生态，持续开展“清朗”系

列专项行动，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深化网络举报和辟谣工作，不

断优化社会协同治理的制度机制，凝聚网络治理强大合力，网络空间

生态环境日益清朗。然而，随着新技术新应用层出不穷，网络空间还

存在一些侵害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问题。

下一步，需要针对网络平台上日益复杂的内容生态，探索内容管

理制度工具，完善网络信息内容管理工具箱，构建软约束和硬约束协

同治理规则体系。硬法推进方面，可考虑针对社会各界呼声较高的反

网络暴力立法，开展立法可行性及必要性研究，探索建立内容标签和

分类规范标准，加强未成年人群体网络保护。可考虑适时推进《互联

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修订工作，将管网治网的有效做法、成功经验

转化成为制度规范。软法建设方面，在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短视频、

网络直播等互联网内容传播领域探索内容分类、管理模式、投诉处理

等方面的推荐性标准，鼓励引导企业、行业组织通过自律公约、实践

指南等方式保障法律规则落在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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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2024年互联网领域立法梳理

效力位阶 名称 发文字号 发布日期 实施日期

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
家秘密法》(2024修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 20 号

2024.02.27 2024.05.01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
人保护法》（2024修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 24 号

2024.04.26 2024.04.26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
法》（2024修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 38 号

2024.11.08 2025.01.01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
术普及法 》(2024修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 43 号

2024.12.25 2024.12.25

行政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
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
行规定》（2024修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令第 777 号

2024.03.10 2024.05.01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令第 778 号

2024.03.15 2024.07.01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
家秘密法实施条例》（2024
修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令第 786 号

2024.07.10 2024.09.01

《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令第 790 号

2024.09.24 2025.01.01

部门规章

《铁路关键信息基础设施
安全保护管理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
输部令 2023年第 20号

2023.12.17 2024.02.01

《业余无线电台管理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
信息化部令第 67 号

2024.01.18 2024.03.01

《电信设备进网管理办法》
(2024修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
信息化部令第 68 号

2024.01.18 2024.01.18

《非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
务备案管理办法》(2024 修
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
信息化部令第 68 号

2024.01.18 2024.01.18

《促进和规范数据跨境流
动规定》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令第 16 号

2024.03.22 2024.03.22

《网络反不正当竞争暂行
规定》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令第 91 号

2024.05.06 2024.09.01

《网络暴力信息治理规定》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
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
局令第 17 号

2024.06.12 2024.08.01

《个人求助网络服务平台
管理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
信息化部、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安部、国家金融监督

2024.09.05 2024.09.05

https://www.pkulaw.com/Readchl/418d23eee859aaedbdfb.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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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力位阶 名称 发文字号 发布日期 实施日期

管理总局令第 75 号

《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
违法犯罪联合惩戒办法》

公安部、国家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
部、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印
发

2024.11.26 2024.12.01

党内法规
《互联网政务应用安全管
理规定》

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
委员会办公室、中央机构
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工业
和信息化部、公安部

2024.05.15 2024.07.01

法律法规
相关配套
规定

《关于行业协会的反垄断
指南》

双反委发〔2024〕2号 2024.01.10 2024.01.10

《2024年国家标准立项指
南》

国标委发〔2024〕4号 2024.01.10 2024.01.10

《关于加强行政事业单位
数据资产管理的通知》

财资〔2024〕1号 2024.02.05 2024.02.05

《自然资源领域数据安全
管理办法》

自然资发〔2024〕57号 2024.03.22 2024.03.22

《市场监督管理行政执法
电子数据取证暂行规定》

国市监稽规〔2024〕4 号 2024.04.07 2024.04.07

《关于开展增值电信业务
扩大对外开放试点工作的
通告》

工信部通信函〔2024〕107
号

2024.04.08 2024.04.08

《会计师事务所数据安全
管理暂行办法》

财会〔2024〕6号 2024.04.15 2024.10.01

《关于规范移动互联网应
用程序中登载使用地图行
为的通知》

自然资办函〔2024〕972
号

2024.04.24 2024.04.24

《经营者反垄断合规指南》 双反委发〔2024〕4号 2024.04.26 2024.04.26
《关于促进网络拍卖规范
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

国市监网监发〔2024〕50
号

2024.04.30 2024.04.30

《工业和信息化领域数据
安全风险评估实施细则(试
行)》

工信部网安〔2024〕82
号

2024.05.10 2024.06.01

《国家人工智能产业综合
标准化体系建设指南（2024
版）》

工信部联科〔2024〕113
号

2024.06.05 2024.06.05

《关于促进企业数据资源
开发利用的意见》

国数资源〔2024〕125 号 2024.12.20 2024.12.20

《银行保险机构数据安全
管理办法》

金规〔2024〕24号 2024.12.27 2024.12.27

《关于促进数据产业高质
量发展的指导意见》

发改数据〔2024〕1836
号

2024.12.28 2024.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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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力位阶 名称 发文字号 发布日期 实施日期

征求意见
稿

《寄递服务用户个人信息
安全管理办法（征求意见
稿）》

国家邮政局 2024.02.01

《民航数据管理办法(征求
意见稿)》

中国民用航空局 2024.06.04

《民航数据共享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中国民用航空局 2024.06.04

《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
标识办法（征求意见稿）》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2024.09.14

《终端设备直连卫星服务
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2024.09.27

《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
实施规范（试行）》（公开
征求意见稿）

国家数据局 2024.10.12

《公共数据资源登记管理
暂行办法（公开征求意见
稿）》

国家发展改革委 2024.10.12

《国家数据基础设施建设
指引(征求意见稿)》

国家数据局 2024.11.22

《关于完善数据流通安全
治理 更好促进数据要素市
场化价值化的实施方案（征
求意见稿）》

国家数据局 2024.11.29

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
统管理条例（草案）

国务院 2024.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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