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

家暴受害者可“一站式”

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日前， 广州市人大官网发布《广

州市智能网联汽车创新发展条例（草

案修改稿·征求意见稿）》， 明确提出

支持智能网联汽车在高速公路、 机

场、 港口、 车站等干线和交通枢纽开

展创新应用， 并支持用于城市公交、

出租车等出行服务场景。

此外， 智能网联汽车上道路行驶

的， 应当按照规定悬挂或者放置机动

车号牌， 外观应当具有能够提醒其他

车辆和人员注意的显著标识。

【广州】

支持智能网联汽车上路
可用于公交、出租车出行

| 城市

| 扫码读

“网络主播”纳入新职业
享受国家有关政策待遇

当前， 短视频直播平台为普通人

提供了规模化的就业机会和职业选

择。 7 月 31 日， 人社部公布最新一

批新职业， 新增了生物工程技术人员

等 19 个新职业和汽配销售经理人等

28 个新工种信息。 值得注意的是，

网络主播此次也被正式纳入， 相关从

业者还将享受国家职业技能培训补贴

和职业技能鉴定补贴等有关政策待

遇， 以及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

职业发展相关政策。

扫描下方二维码了解新职业。

（朱非）

7 月 31 日， 重庆市六届人大常

委会第十次会议表决通过了 《重庆市

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

法〉 办法》， 自 10 月 1 日起施行。

“办法” 规定， 人民法院、 公安机关、

妇女联合会应当建立一站式人身安全

保护令申请工作机制。 受害人可以直

接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也可以通过公安机关、 妇女联合会向

人民法院提出申请， 公安机关、 妇女

联合会应当协助办理。 （朱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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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 因认定标准模糊、 维

权成本高、 证据收集难， 网络暴力一

直是网络治理领域的痛点和堵点问

题。 国家网信办日前联合公安部、 文

旅部、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共同公布的

《网络暴力信息治理规定》 于 8 月 1

日起施行， 这是我国第一部针对网络

暴力信息治理的基础性立法文件， 新

规从源头上遏制网络暴力信息， 对有

效预防和治理网络暴力意义重大。

首次对“网络暴力信

息”含义做出明确界定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

员、 中央网信办法律顾问支振锋在接

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规定” 在“征

求意见稿” 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细化、

完善。 第三章由“网络暴力信息监测

预警” 变为“预防预警”， 不仅措辞

更准确， 条款上也更加强调平台的主

动作为， 及时回应社会关切。 在“如

何预防” 上提出了更加具体的要求，

比如， 增加了平台建立健全用户账号

信用管理体系的要求， 将涉网络暴力

信息违法违规情形记入用户信用记

录。 此外， 第四章由“网络暴力信息

处置” 变为“信息和账号处置”， 增

加了“账号” 这一处置对象。 由于网

络暴力信息是通过账号发布的， 治理

账号才能从源头上遏制网络暴力信

息。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

师、 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

吴沈括表示， “规定” 首次对“网络

暴力信息” 的含义做出了明确界定，

即“通过网络以文本、 图像、 音频、

视频等形式对个人集中发布的， 含有

侮辱谩骂、 造谣诽谤、 煽动仇恨、 威

逼胁迫、 侵犯隐私， 以及影响身心健

康的指责嘲讽、 贬低歧视等内容的违

法和不良信息”， 涵盖了网络暴力信

息的主要表现类型。 这有助于确保各

类网络暴力行为能够得到迅速且恰当

的识别与处理， 深化公众对网络暴力

危害性的认识， 为执法部门提供明确

的执法依据， 提升网络暴力的治理成

效。

建议将网暴信息举报渠

道精准推送给受害者

“规定” 在网络暴力的事前预警、

事中处置、 事后保护几方面都对网络信

息服务提供者提出了要求， 还明确网络

信息服务提供者可以依法依约降低账号

信用等级或者列入黑名单， 并据以限制

账号功能或者停止提供相关服务。

在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

主任朱巍看来， 这次“规定” 最大的亮

点就是设立了“预防预警” 专章。 考虑

到网络暴力一旦形成， 即便事后加害人

受到惩处、 谣言得以澄清， 但对当事人

造成的损失和伤害却难以弥补， 因此，

最重要的是应该尽量避免出现网络暴

力。 通过提前对可能出现的网络暴力信

息进行预警提示和限制治理， 最大程度

避免网络暴力信息泛滥的情况出现。

支振锋则表示， 平台虽然形成了一

套针对网络暴力信息的治理模型， 根据

各个平台不同特点建立了不同的保护机

制， 比如事前的关键词屏蔽、 一键关闭

私信等功能， 在事后环节， 很多平台也

设置了网络不良信息举报通道。 即便如

此， 因为现在的数字信息平台承载的信

息量和数据量过于庞大， 信息推荐机制

无法把所有网络暴力信息都识别出来，

仍然会有“漏网之鱼” 被平台发布、 推

送， 这意味着平台在事前预警和事中处

置机制上还有待加强。 此外， 平台的事

后保护也可以反应更迅速、 服务更精

准。 比如网络暴力发生后， 可以将网络

暴力信息举报渠道精准推送给网络暴力

受害者， 帮助受害者更好地维权。

向用户提供的快捷取证

功能仍待优化

在司法实践中， 网络暴力受害者往

往面临取证难、 维权难的问题， “规

定” 第 25 条要求网络信息服务提供者

及时保存网络暴力信息和数据， 向用户

提供网络暴力信息快捷取证等功能， 为

用户维权提供便利。

在支振锋看来， 网络暴力受害者一

键取证看起来是很简单的事情， 落实起

来并不容易， 帮助用户维权对平台来讲

也有一定压力， 除了要投入技术， 还要

投入更多的资源和人力。

一直以来， 网暴受害者个人用户取

证比较困难， “规定” 施行以后， 会给

网暴受害者维权带来利好， 个人用户取

证会更加方便、 快捷， 但仍然可能存在

难处。 网民数量庞大， 认知上的差异客

观存在。 虽然“规定” 对网络暴力信息

做了界定， 但是用户理解不一， 有的用

户认为自己受到网络暴力， 要求平台协

助取证， 但平台可能有不同标准， 不认

为构成网络暴力， 给取证带来困难。

除了普通个人用户， 当前非平台属

地的监管部门取证也存在一定阻碍。

“规定” 要求， 公安、 网信等有关部门

依法调取证据的， 网络信息服务提供者

应当及时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和协助，

地方网信、 文旅、 广电等部门在向平台

调取证据时将有法可依。 （朱非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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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暴力信息治理规定》本月起施行

优化“一键取证”便于受害者维权

日前， 《国务院关于促

进服务消费高质量发展的意

见》 发布， 提出盘活空置场

馆场地资源， 增加体育消费

场所。 鼓励举办各类体育赛

事活动， 创建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赛事品牌， 申办或引

进有影响力的国际顶级赛

事， 培育专业化运营团队。

积极发展冰雪运动， 持续推

动冰雪运动在全国普及发

展。 （朱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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