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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互联网科技和应用快速发展背

景下，一些地方网络暴力问题日益突

出，污染社会风气，扰乱网络秩序，侵犯

公民合法权益，迫切需要制定专门司法

文件，进一步加大对网络暴力的惩治力

度，推动完善依法管网治网，共同营造

清朗网络空间。

网络暴力危害严重。目前的网络

环境中，存在针对个人肆意发布谩骂侮

辱、造谣诽谤、侵犯隐私等网络暴力行

为。这些行为贬损他人人格，损害他人

名誉，有的造成了他人“社会性死亡”甚

至精神失常、自杀等严重后果；扰乱网

络秩序，破坏网络生态，致使网络空间

戾气横行，严重影响社会公众安全感。

网络虽是虚拟空间，但绝非法外之地。

让网暴者受到应有法律制裁，依法维护

公民权益，净化网络生态，是回应社会

关切、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

必然要求。

被害人取证维权困难。传统的侮

辱、诽谤犯罪多发生在熟人之间，而网

络侮辱、诽谤则有很大变化。一方面，

由于网络的群体性、即时性，网络暴力

的危害通常远远大于传统的侮辱诽谤；

另一方面，由于网络的虚拟性、匿名性，

被害人自行取证维权的难度较大，以致

一些网络暴力事件不了了之。让“按键

伤人”的网暴者付出代价，为被网暴者

伸张正义，是司法的应尽职责。

执法办案存在瓶颈。近年来，侮

辱、诽谤刑事案件增长明显，其中不少

是网络暴力案件。同时，作出有罪判决

的比例却较低。以 2022 年诽谤刑事案

件为例，当年共审结此类案件 587 件，

但作出判决的只有 79件，仅占 13.46％；

其中，被判决有罪的仅有 43 人。这一

方面与网络暴力事件参与者多，责任认

定和区分较为困难有关；另一方面也与

侮辱、诽谤刑事案件的公诉标准缺乏细

化指引、“门槛过高”有关。畅通刑事追

诉程序，进一步明确网络侮辱、诽谤的

公诉标准，成为执法办案的迫切需求。

严惩网暴，“两高一部”出台《意见》
文｜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 周加海

《意见》聚焦当前网络暴力的危害

和特点，对网络暴力违法犯罪案件的法

律适用和政策把握作出全面规定。《意

见》重点解决了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明确各种网络暴力行为的法

律责任。《意见》根据法律规定，结合网

络暴力的不同表现，明确了网络侮辱、

诽谤等各种网络暴力行为的性质认定

和法律责任，既为执法办案实践提供具

体指引，又为在网络空间发布信息明确

行为边界；既震慑违法犯罪，又引导广

大网民自觉守法。

比如，针对在网络上非法曝光他人

隐私、发布公民个人信息的“人肉搜索”

等行为，《意见》明确：“组织‘人肉搜

索’，违法收集并向不特定多数人发布

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符合刑法第

二百五十三条之一规定的，以侵犯公民

个人信息罪定罪处罚；依照刑法和司法

解释规定，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

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为进一步压实网络平台的主体责任，

《意见》规定对借网络暴力事件实施的恶

意营销炒作行为，可以适用非法利用信息

网络罪；对所发现的网络暴力信息不依法

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的行为，可以

适用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

第二，明确惩治网络暴力的政策原

则。为体现对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从

严惩治精神，《意见》规定：“坚持严格执

法司法，对于网络暴力违法犯罪，依法

严肃追究，切实矫正‘法不责众’的错误

倾向。”根据实践情况，《意见》强调“要

重点打击恶意发起者、组织者、恶意推

波助澜者以及屡教不改者”。

结合当前网络暴力的特点，明确了

五种从重处罚的具体情形。

一是针对未成年人、残疾人实施

的。未成年人、残疾人系依法实行特殊

保护的群体，遭受网暴信息及其精神压

力的侵扰，更易酿成身心受损的严重后

果，应当依法受到更为严格的法律保护。

二是组织“水军”“打手”或者其他

人员实施的。利用“水军”“打手”等有

组织地实施网络暴力，是当前网络空间

治理的顽疾，人民群众反映强烈，亦应

从重惩治、重点打击。

三是编造“涉性”话题侵害他人人

格尊严的。炮制、炒作涉性话题在当前

网络暴力案件中具有一定普遍性，此类

行为对公民人格尊严的侵犯也更加严

重，纳入从重处罚的范围，有利于切实

维护人格尊严，有效净化网络空间。

四是利用“深度合成”等生成式人

工智能技术发布违法信息的。切实防

范技术滥用风险，进一步强化涉人工智

能网络暴力的预防和治理。

五是网络服务提供者发起、组织

的。网络服务提供者本身负有信息网

络安全管理义务，发起、组织网络暴力

的，依法应予严惩。

为了厘清网络暴力违法犯罪与合

法行为的界限，《意见》规定，通过信息

网络检举、揭发他人犯罪或者违法违纪

行为，只要不是故意捏造事实或者明知

是捏造的事实而故意散布的，不应当认

定为诽谤违法犯罪；针对他人言行发表

评论、提出批评，即使观点有所偏颇、言

论有些偏激，只要不是肆意谩骂、恶意

诋毁的，不应当认定为侮辱违法犯罪。

第三，明确网络侮辱、诽谤的公诉

标准。畅通刑事追诉程序，为被害人及

时提供有效法律救济，是有效治理网络

暴力、回应群众关切的关键举措。

《意见》一方面对网络侮辱、诽谤

犯罪适用公诉程序的一般原则作出明

确，规定“对于网络侮辱、诽谤是否严重

危害社会秩序，应当综合侵害对象、动

机目的、行为方式、信息传播范围、危害

后果等因素作出判定”。

另一方面，为便于实践操作把握，

进一步细化适用标准，除兜底项外，列

举了网络侮辱、诽谤犯罪适用公诉程序

的四种具体情形。

一是造成被害人或者其近亲

属精神失常、自杀等严重后果，社会

影响恶劣的。这是网络暴力案件中

危害最严重、最极端，对公众安全感

和社会秩序冲击最为强烈的情形。

二是随意以普通公众为侵害

对象，相关信息在网络上大范围传播，

引发大量低俗、恶意评论，严重破坏网

络秩序，社会影响恶劣的。针对素不相

识的陌生人随意实施网络暴力，性质尤

为恶劣。同时被害人取证维权也更加

困难，受害程度往往也更加严重。

三是侮辱、诽谤多人或者多次散布

侮辱、诽谤信息，社会影响恶劣的。规

定这一项，是为了有效震慑和惩治那些

屡教不改，甚至专门充当“网络打手”的

不法分子。

四是组织、指使人员在多个网络平

台大量散布侮辱、诽谤信息，社会影响

恶劣的。“网络黑灰产”为了吸睛引流、

牟取不法利益，置道德、法律底线于不

顾，肆意搅动舆论漩涡，是网络暴力滋

生蔓延的重要原因，确有必要纳入公诉

程序加以严查重罚。

第四，促进网络暴力的诉源治理。

网络暴力成因复杂，需要“惩”“治”结合，

强化源头治理，促进多元共治。《意见》要

求公检法等执法司法机关深入开展法治

宣传，充分发挥执法办案的规则引领、价

值导向和行为规范作用，教育引导广大

网民自觉守法，引领社会文明风尚；深入

分析滋生助推网络暴力发生的根源，促

进对网络暴力的多元共治，从根本上减

少网络暴力的发生，营造清朗网络空间。

厘定网络暴力罪责

《意见》根据有关法律和司法解释

的规定，切实加大对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的惩治力度，立足执法、司法职能，深入

推动网络暴力综合治理。

一是突出保护重点，切实维护网络

时代人格权益。当前，网络暴力滋生蔓

延，贬损他人人格，损害他人名誉，侵犯

他人合法权益时有发生，人民群众反映

强烈。《意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积极

回应人民群众关切，聚焦破解受害人维

权困境，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不断提升广大人民群众在网络空间的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二是坚持严惩立场，切实矫正“法

不责众”错误倾向。网络暴力事件往往

参与者多、因果关系复杂，在责任认定

上存在一定困难。《意见》要求坚持严格

执法司法，依法严肃追究网暴者责任，

让人民群众充分感受到公平正义。同

时明确，要重点打击恶意发起者、组织

者、恶意推波助澜者以及屡教不改者；

对于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

不构成犯罪但符合治安管理处罚法等

规定的，依法予以行政处罚。

三是整治互联网乱象，切实助力

营造安全清朗网络空间。有效治理网

络暴力，要求进一步压实网络平台的

法律责任，依法严惩借网络暴力事件

实施的恶意营销炒作行为。《意见》明

确，基于蹭炒热度、推广引流等目的，

利用互联网用户公众账号等推送、传

播有关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信息的，

以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定罪处罚；同

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

规定定罪处罚。

四是准确把握行为界限，切实防

止不当干预合法权利。广大网民在互

联网空间享有言论自由，受宪法和法律

保护。为切实防止对合法权利的不当

干预，《意见》在明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

违法犯罪的同时，《意见》要求准确把握

违法犯罪行为的认定标准。特别是，要

正确对待网民的评论、批评，不能简单

将网络检举揭发认定为网络暴力。

深入推动网络暴力综合治理

规制网暴急需专门司法文件

来源：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