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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信息产业法律环境研究》针对21世纪的支柱产业——信息产业发展中遇到的一些问题，从信息
产业发展环境与行政、民法、刑事法的关系入手，引出了信息产业发展环境的行政、民法和刑事法的
保护，提出了优化信息产业发展环境的建议，试图解决信息产业发展的法律环境问题，使信息产业跨
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对相关专业的大中专院校学生、研究者及信息产业部门的管理者，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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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007年北京市网络诈骗案件中被侵害事主2000余名，其中男性事主占被侵害事主总数的64.4％，女
性占35.6％。
从年龄段分析，20～35岁的被骗者较多，约占73％。
　　通过破案抓获犯罪嫌疑人46名。
网络中奖诈骗嫌疑人4名，来自海南儋州市和定安县；利用彩票中奖预测网站诈骗嫌疑人2名，来自福
建安溪县；网络贩卖飞机票诈骗嫌疑人8名，来自河南南乐县4名、吉林靖宇县2名、内蒙古古根河市、
山东德州市各1名；网络贩卖手机充值卡嫌疑人4名，来自湖北孝感市；网络贩卖火车票诈骗嫌疑人3名
，来自湖南娄底市。
　　从以上数据可以知道，信息产业的发展，给我们带来了无限的便利，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经济又快
又好发展，同时也给我们提出了挑战。
如何保护信息产业健康快速的发展，学者们从不同的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1）有人提出了要提高网络道德水平，应改善提高网络技术。
网络技术工程师赵旭觉得技术手段落后是网络信息监管失灵的一个重要因素：“我觉得网络监管部门
对网络不良信息监管在技术上应该更高端一些。
如现在一般论坛上设的信息净化功能太弱智，如果帖子里一个字是敏感字，发不了帖，但是换成拼音
又可以发了，形同虚设。
网络道德应该是有底线的，这种底线需要技术做支撑。
”　　（2）针对论坛、网络的不法行为，有人认为应实行版主“网络实名制”以净化网络环境，从
根源上杜绝不良信息的传播。
2008年1月，甘肃省已悄然试水“网络实名制”，试点将以专项行动为始，逐步推动建立论坛版主、吧
主和聊天室主持人实名和备案制度，并要求网站对开设。
BBS、论坛和聊吧等交互式栏目限期进行备案。
针对某些人对“网络实名制”的误解，国内著名IT社区DONEWS创始人刘韧在接受有关媒体访问时，
非常赞同实名制，他认为：“因为随着网络的发展，网络越来越融入人们的生活，所以我不赞同网上
一个生活，网下一个生活。
网络最吸引人的地方不是‘匿名’，而是沟通起来更方便，更快捷。
至于有些人匿名来侮辱别人，现在无论日本还是韩国，很多人的ID都是和每个人联系在一起的。
有关部门完全是可以通过技术手段追查到他们的，只不过现阶段还没有追究他们，所以匿名完全没有
必要。
”对“网络实名制”西北民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刘俭云的一席话很中肯：“网络实名制现在看来
积极意义更强一些，起码可以对网络发言有责任意识，可以减少无端的谩骂、虚假的事实和泛滥的色
情信息，这样网络道德底线至少会有一种保障。
如果说过去我们所习惯的网络‘自由’是‘张’的话，现在就是‘退’的概念，‘退而结网’，净化
网络环境，还网络一些纯度和绿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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