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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信与互联网法律热点问题 

国内首部 App 监管专项法规发布-《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信息服务管

理规定》解读

2016 年 6 月 28 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以

下简称“网信办”）发布《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信

息服务管理规定》（以下简称“《应用程序规

定》”），将从 2016 年 8 月 1 日开始施行。《应用

程序规定》是国内第一部专门针对移动互联网应用

程序（以下简称“App”）进行监管的专项法规，

旨在加强对通过 App 提供信息服务的管理，进一步

明确信息服务 App 提供者和互联网应用商店（以下

简称“App Store”）服务提供者的责任和义务。 

一、 《应用程序规定》的适用范围 

《应用程序规定》主要适用于在中国境内提供

相应服务的两类主体： 

(一) 信息服务 App 提供者 

《应用程序规定》所适用的 App 主要指信息服

务 App，即通过预装、下载等方式获取并运行在移

动智能终端上、向用户提供信息服务的应用软件。

相应地，《应用程序规定》下 App 提供者的概念也

主要指信息服务 App 的提供者，即提供信息服务的

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所有者或运营者。 

(二) App Store 服务提供者 

《应用程序规定》规定，App Store 指通过互联

网提供应用软件浏览、搜索、下载或开发工具和产

品发布服务的平台。但是，《应用程序规定》并未

明确 App Store 服务提供者的定义。依据通常的理

解，App Store 服务提供者一般指 App Store 平台的

运营者。 

需要注意的是，对于 App Store 服务，《应用

程序规定》并未将适用范围限定在信息服务 App。

换言之，无论 App Store 所提供的应用软件中是否

包含信息服务 App，App Store 服务提供者均需遵守

《应用程序规定》的要求。 

二、 《应用程序规定》的主要要求 

根据《应用程序规定》的规定，信息服务 App

提供者应履行以下义务： 

(一) 依法取得法律法规规定的通过 App 提供信息

服务的相关资质； 

(二) 按照“后台实名、前台自愿”的原则，对注册

用户进行基于移动电话号码等真实身份信息

认证； 

(三) 其他适用于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的义务，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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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提供违法违规或侵犯知识产权的信息内

容，对违法违规信息内容进行审核、监管和处

置，保护用户个人信息和知情权、选择权等相

关权益，保存用户日志记录等。特别地，基于

App 及作为 App 载体的移动智能终端的特点，

《应用程序规定》要求，未向用户明示并经用

户同意，不得开启收集地理位置、读取通讯录、

使用摄像头、启用录音等功能，不得开启与服

务无关的功能，也不得捆绑安装无关应用程

序。 

根据《应用程序规定》的规定，App Store 服务

提供者应履行以下义务： 

(一) 在业务上线运营三十日内向地方网信办备案； 

(二) 审核 App 提供者的真实性、安全性、合法性等

事项，建立信用管理制度，并向地方网信办分

类备案； 

(三) 其他对 App 提供者和 App 的管理职责，如督

促 App 提供者保护用户信息并提供相应说明，

督促 App 提供者发布合法信息内容及 App，对

不符合相关规定的 App 提供者进行审核、监管

和处置等。 

三、 简评 

总体而言，《应用程序规定》的出台进一步加

强了信息服务 App 及 App Store 服务的政策监管，

但相关规定中尚存在一些不明确之处，有待于网信

办的进一步解释和监管实践的明晰。具体简述如

下： 

(一) 在一定程度上明确了信息服务 App 的资质要

求，并建立了 App Store 备案制度 

通过 App 提供的信息服务属于广义上的互联

网信息服务范畴，其实现原理和服务性质与通过网

站形式向用户提供的信息服务并无实质差别。但

是，由于 App 的流行和普及时间不长，在很长的一

段历史时期内，相关法律法规并未对 App 信息服务

的监管作出明确的规定，很多地方电信主管部门也

通常不将 App 纳入电信业务监管的范畴。 

2015年 12月 25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了《电

信业务分类目录（2015 年版）》，首次明确将“智能

终端等的客户端软件”纳入信息服务业务的范围，

为 App 信息服务的监管提供法律法规依据。本次

《应用程序规定》中要求，信息服务 App 应依法取

得法律法规规定的相关资质。虽然《应用程序规定》

并未指明相关资质的具体内容，但根据电信法律法

规，我们理解该相关资质即指互联网信息服务业务

经营许可证（即 ICP 证）或 ICP 备案。由此，信息

服务 App 的监管政策得到了进一步的明确。 

同时，对于 App Store 服务和其提供的相关

App，《应用程序规定》新增了备案要求。因此，在

《应用程序规定》实施后，经营 App Store 平台的

主体除需取得 ICP 证等现行法律法规所要求的资

质，还需按照《应用程序规定》的规定履行相应的

备案程序。 

(二) 在信息服务 App 领域明确引入实名制要求 

早在 2012 年 12 月 28 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通过的《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

中即规定，为用户提供信息发布服务的网络服务提

供者，应当在与用户签订协议或者确认提供服务时

要求用户提供真实身份信息。本次《应用程序规定》

进一步将实名制要求引入 App 信息服务领域，明确

规定信息服务 App 提供者应按照“后台实名、前台

自愿”原则对注册用户基于移动电话号码等进行

真实身份信息认证，无论信息服务 App 是否提供信

息发布服务。因此，在《应用程序规定》实施后，

运营信息服务 App 的主体在用户注册时需设置手

机验证等真实身份信息认证流程，以满足《应用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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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规定》的要求。 

(三) 《应用程序规定》仍存在一些不明确之处 

1. 《应用程序规定》主要适用于提供信息服务

的 App，对于并不提供信息内容的以功能性

为主的 App（例如苹果公司的 Keynote 应用

软件）是否同样需要满足《应用程序规定》

的要求，其规定并不明确。 

2. 《应用程序规定》中的信息服务 App 提供

者的概念不仅包括相关 App 的运营者，还

有可能包括相关 App 的所有者（通常理解

为相关 App 的著作权人）。实践中，在通

常情况下，App 的所有者和运营者通常是同

一主体，但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也可能分别

为不同主体（例如制作 App 的主体并无 ICP

证，而需委托具有 ICP 证的另外一个主体进

行 App 的运营）。在此情况下，App 的所有

者是否仍有义务遵守和履行《应用程序规

定》，此问题并不明确。 

3. 根据《应用程序规定》，App Store 服务提

供者应对 App 提供者进行真实性、安全性、

合法性等审核，建立信用管理制度，并向地

方网信办分类备案。此处要求进行备案的内

容为 App 提供者的审核情况，还是 App 

Store 服务提供者已建立的信用管理制度，

并不十分明确，有待于进一步关注网信办的

实践操作。 

4. 《应用程序规定》适用于在中国境内提供

App Store 服务的主体，对于国外主体以跨

境方式提供的专门面向中国用户（如通过境

内的内容分发网络（CDN）和互联网数据

中心（IDC）等基础设施为境内用户提供服

务）的 App Store 服务是否纳入《应用程序

规定》的监管及如何进行监管，《应用程序

规定》并未规定。在 App 信息服务和 App 

Store 服务监管逐步加强的背景和趋势下，

我们不排除网信办有可能在未来会同电信

主管部门对此类服务进行进一步监管。 

 

 

 

 

 

 

 

 

 

许蓉蓉  合伙人  电话：86 010 8519 1280  邮箱地址：xurr@junhe.com  

张  岳  律  师  电话：86 010 8519 2190  邮箱地址：zhangyue_brett@junhe.com  

闵娜娜  律  师  电话：86 010 8519 2770  邮箱地址：minnn@junhe.com 

 

本文仅为分享信息之目的提供。本文的任何内容均不构成君合律师事务所的任何法律意见或建议。如您想

获得更多讯息，敬请关注君合官方网站“www.junhe.com” 或君合微信公众号“君合法律评论”/微信号

“JUNHE_LegalUpdates”。  

mailto:xurr@junhe.com
mailto:zhangyue_brett@junhe.com
mailto:minnn@junhe.com
http://www.junhe.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