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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 +科技 +信用”三位一体的网络空间治理模式
姜平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0

摘      要  ：   在数字化浪潮迅猛发展的当下，网络空间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领域，其治理工作的重要性也日益凸

显。基于此，笔者将在本文中立足于“法治 + 科技 + 信用”三位一体网络空间治理模式视角，详细分析当前网络空间

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并从多维度提出网络空间治理的新模式与新路径，希望能为读者提供一些参考与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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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wave, cyberspace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people's 

daily lives, and the importance of its governance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prominent. Based on this,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will analyze in detail the current problems in cyberspace govern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rule of law + technology + credit" trinity cyberspace governance model, and 

propose new models and paths for cyberspace governance from multiple dimensions, hoping to 

provide some reference and help for rea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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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网络空间的出现极大地促进了信息的传播与交流，同时也推动了经济、政治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深刻变革。然而网络空间在带来诸

多便利的同时也容易滋生例如网络诈骗、数据泄露、网络暴力、虚假信息传播等一系列复杂且严峻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威胁到个人的

隐私、财产乃至安全，也对社会秩序、国家安全以及全球治理体系构成了严峻挑战。因此，探索一种更加高效、全面、可持续的网络空

间治理模式迫在眉睫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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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网络空间治理的现状与挑战

网络空间治理是一项复杂且多维的议题。网络空间作为人们

生活与学习中不可或缺的一项重要组成部分，其治理状况会直接

关乎到社会的稳定与团结。为此，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都在积极

探索有效的网络空间治理方式，并积极通过制定法律法规、加强

技术监管、推动行业自律等多种手段，努力维护网络空间的秩序

和安全。然而，这些努力并未能完全应对网络空间治理面临的挑

战 [2]。

其中大多数挑战都来自数字技术快速发展所带来的新问题。

一方面，新兴技术如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的应用，为网

络空间治理提供了新的工具和手段，但同时也带来了数据泄露、

隐私侵犯、网络诈骗等新的风险。这些风险不仅威胁到个人的权

益，也可能对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造成严重影响。另一方面，法

律法规的滞后性使得其在面对新技术、新问题时显得力不从心。

现有的法律法规往往无法完全适应网络空间的快速发展，导致在

治理过程中出现法律空白或法律冲突的情况 [3]。

除此之外，信用体系在网络空间中的缺失或不完善也是一大

挑战。在网络空间中，由于信息不对称和匿名性的存在，信用问

题尤为突出。网络谣言、虚假信息、恶意攻击等行为屡禁不止，

严重破坏了网络空间的信任环境。而缺乏有效的信用评价体系和

惩戒机制，使得这些行为难以得到有效地遏制和惩罚。

二、法治、科技与信用在网络空间治理中发挥的作用

（一）法治在网络空间治理中的作用

法治为网络空间提供了明确的法律框架与规范，并确立了网

络行为的基本准则，明确了网络主体的权利与义务，为网络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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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同时，法治通过具体

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执行，对网络空间中的各种行为进行规范和约

束，有效打击网络犯罪，如非法侵入计算机系统、传播计算机病

毒、利用网络进行诈骗等，保护个人隐私和数据安全，维护了网

络空间的安全和稳定 [4]。

此外，法治还促进了网络空间的发展，为技术创新和创业活

动提供了良好的法律环境，鼓励企业和个人在网络空间进行创新

和探索。通过制定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等法规，法治维护了网

络市场的公平竞争环境，保护了消费者和企业的合法权益，推动

了网络经济的繁荣发展。与此同时，法治还有助于普及网络空间

法律知识，提高公众的法律意识和素养，使公众了解网络空间中

的法律规定和权利义务，自觉遵守法律，维护网络空间的秩序和

安全。法治精神的培养更是网络空间治理的重要支撑，它促使公

众形成依法行事、尊重法律、维护法律权威的良好风尚，推动了

网络空间治理的法治化进程。综上所述，法治在网络空间治理中

发挥着全面而深入的作用，为网络空间的健康、有序发展提供了

坚实的法律保障 [5]。

（二）科技在网络空间治理中的应用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各类数字化技术的出现使得网络

空间监管效率得到了全方位的提高，不仅推动了治理的创新发

展，同时也优化了用户的体验与服务。通过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

术，网络空间治理能够实时收集和分析海量数据，精准识别并预

警违法违规信息，大大提高了监管的效率和准确性。加密技术、

防火墙与入侵检测系统等安全技术的应用，有效增强了网络空间

的安全防护能力，保护了用户隐私和数据安全 [6]。区块链技术的

引入，为网络空间构建了一个去中心化的信任体系，提高了透明

度和可信度，智能合约的应用则实现了监管和处罚的自动化。云

计算技术使得资源共享和弹性扩展成为可能，为网络空间治理提

供了灵活高效的计算环境，并支持大数据分析平台对海量数据进

行深入全面的分析。此外，科技还通过提供个性化服务和便捷的

身份认证等方式，优化了用户体验，提高了用户满意度和黏性。

总之，科技在网络空间治理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不断推

动着网络空间治理的智能化、高效化、安全化发展 [7]。

（三）信用在网络空间治理中的构建与作用

信用的构建在网络空间治理中首先体现在对个体行为的约束

与规范上。在网络空间中，每个个体都拥有虚拟身份，其行为往

往难以直接与现实身份挂钩，这导致了一些人在网络上的不诚信

行为，如网络诈骗、虚假宣传、侵犯他人隐私等。为了有效遏制

这些行为，信用体系的构建显得尤为重要。通过建立完善的信用

评价体系，对个体在网络空间中的行为进行记录、评估与公开，

可以让不诚信行为无所遁形，从而引导个体自觉遵守网络道德规

范，维护网络空间的清朗。

其次，在网络空间中，电子商务、互联网金融等新兴业态蓬

勃发展，而信用的存在则为这些业态提供了坚实的信任基础。消

费者在选择商品或服务时，往往会参考商家的信用评价，信用良

好的商家更容易获得消费者的青睐和信任。同时，信用体系的构

建也为金融机构提供了风险评估的依据，有助于降低金融风险，

推动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 [8]。

值得注意的是，信用的构建并非一蹴而就，它需要政府、企

业、社会组织以及广大网民的共同努力。政府应加强对信用体系

建设的规划和引导，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为信用体系的构建提供

有力保障。企业应积极参与信用体系建设，建立健全内部信用管

理制度，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社会组织

应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推动社会各界共同参与信用体系建设。

广大网民也应增强信用意识，自觉遵守网络道德规范，共同维护

网络空间的信用环境 [9]。

三、“法治 +科技 +信用”三位一体的网络空间治理

模式实施路径

（一）建立网络空间治理的基本规则

建立网络空间治理的基本规则，是构建“法治 +科技 +信

用”三位一体网络空间治理模式的基石。网络空间作为人类社会

的新领域，其开放性、匿名性、跨地域性等特点，使得传统治理

方式难以完全适应。因此，必须制定和完善一系列适应网络空

间特点的基本规则，以法治为引领，确保网络空间的健康有序

发展。

为此，有关部门应当进一步明确网络空间各主体的权利与义

务。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每个网民都应享有合法的言论自

由、信息获取权、隐私权等基本权利，同时也应承担不传播虚假

信息、不侵犯他人合法权益、遵守网络道德规范等义务。这些权

利与义务的明确，是网络空间治理的基本前提，也是维护网络秩

序、促进网络和谐的重要保障。网络空间的行为多种多样，包括

信息发布、交易、社交等，这些行为都应受到法律的约束和规

范。对于网络谣言、网络诈骗、网络暴力等违法行为，应依法予

以惩处，形成有效的震慑力。同时，对于网络新兴业态和新技术

应用，如网络直播、自媒体、算法推荐等，也应及时制定相关规

则，确保其健康发展 [10]。

由于网络空间的执法难度较大，因此需要为其配备专业的执

法队伍与先进的技术手段。想要实现这一点，就要加强对网络执

法队伍的建设与培训，不断提高其执法能力与水平。除此之外，

还要加强跨部门与跨地区的协作配合，进而形成网络执法合力，

对于网络违法行为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维护网

络空间的法治秩序。

最后，加强网络法制宣传教育也是提升网络空间治理效果的

一条重要途径。通过网络法治宣传教育能够有效提高公众对网络

法律的认识和了解。同时也要鼓励公众积极参与网络监督，对网

络违法行为进行举报和投诉，形成全社会共同维护网络法治的良

好氛围 [11]。

（二）提升网络空间治理的精细化水平

网络空间以其强大的影响力，逐渐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每

个角落。然而网络空间特有的匿名性与开放性也为各类不法分子提

供了可乘之机。随着网络诈骗、网络谣言以及侵犯隐私等各种问题

层出不穷，网络安全逐渐成为当前社会重点关注的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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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实现网络空间治理的精细化，首先需要建立完善的法律

法规体系。法律法规是网络空间治理的基础，应明确界定网络行为

的合法与非法边界，对网络犯罪、网络侵权等行为进行严厉打击，

同时保护网民的合法权益。在此基础上，还应加强对法律法规的宣

传和普及，提高网民的法律意识，使其自觉遵守网络行为规范。其

次则是要加强网络监管技术的研发和应用。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进

步，网络监管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应充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

先进技术，提高网络监管的效率和准确性。例如，广州市通过引入

先进的监测、识别和过滤技术，实现对网络有害信息的快速发现和

处置。同时还鼓励和支持互联网企业创新研发，利用技术手段优化

网络生态，如指导应用程序分发平台加强审核把关，提升网络直

播、短视频等行业的内容审核标准和功能规则。

（三）构建网络空间的诚信体系

科技在构建网络空间诚信体系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利

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先进技术，可以实现对网络失信

行为的精准监测和预警。例如，通过大数据分析，可以及时发现

网络交易中的异常行为；利用区块链技术，可以确保网络信息的

真实性和不可篡改性，为网络诚信提供技术支撑。同时，科技手

段还能提高网络监管的效率和准确性，降低监管成本。政府部门

和平台企业应积极引入和应用这些先进技术，提升网络空间诚信

治理的智能化水平。

信用是构建网络空间诚信体系的核心要素。通过建立健全网

络信用体系，可以对网络主体的信用状况进行全面评估和管理。

一方面，可以建立网络信用档案，记录网络主体的信用行为，为

网络交易提供信用参考；另一方面，可以实施信用奖惩机制，对

网络守信主体给予表彰和奖励，对网络失信主体进行联合惩戒。

此外，还应加强对网络信用信息的共享和应用，推动形成全社会

共同参与的网络诚信建设格局 [13]。

在信用方面，广州市积极推动网络诚信制度化建设，实施互

联网信息服务领域严重失信“黑名单”制度和惩戒机制。通过建

立健全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一体化受理处置体系，鼓励广

大网民积极参与网络生态治理，如实提供网络生态乱象违法违规线

索。对于违法违规的网站平台、账号及运营主体，广州市依法依规

进行严肃查处，并公开曝光典型案例，形成有效的震慑作用。

（四）加强协同治理，形成合力效应

在实施“法治 +科技 +信用”三位一体的治理模式时，应注

重三者之间的协同配合。首先，政府应发挥主导作用，制定和完

善网络空间治理的法律法规，为网络空间治理提供法治保障。同

时，政府还应加强跨部门、跨地区的协调配合，打破信息壁垒，

实现资源共享，提高治理效率。企业应承担起社会责任，遵守法

律法规，加强自我监管，确保网络产品和服务的安全可靠。同时，

企业还应积极利用科技手段，提升网络空间治理的智能化水平。其

次，社会组织作为网络空间治理的重要力量，应充分发挥其桥梁和

纽带作用，连接政府、企业和网民，推动各方共同参与网络空间治

理 [14]。广大网民也应增强网络安全意识，自觉遵守网络行为规范，

积极参与网络监督，共同维护网络空间的清朗。以广州市为例，在

“粤·清朗”网络生态治理百日行动中，广东省委网信办、省公安

厅等26家省有关单位联合行动，共同推动网络生态治理工作取得积

极成效。同时，广州市还加强与网民的互动沟通，通过举办网络素

养教育活动、发布典型案例等方式，提升网民的网络法治意识和媒

介素养，引导网民文明上网、理性表达。[15]。

四、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立足于“法治 +科技 +信用”三位一体的

网络空间治理模式，对当前网络空间治理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

入分析，并从多维度提出了网络空间治理的新模式与新路径。通

过建立网络空间治理的基本规则、提升治理的精细化水平、构建

诚信体系以及加强协同治理等手段，旨在形成政府主导、企业自

律、社会组织和网民共同参与的治理格局。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

发展，未来有关部门还应当继续探索和完善这一治理模式，汇聚

起网络空间治理的强大合力，共同应对挑战，维护网络空间的安

全、秩序和公共利益，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出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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