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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2 月 6 日 
 
 

互联网法律热点问题 
国务院网信办颁布《互联网用户账号名称管理规定》

2015 年 2 月 4 日，国务院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发布了《互联网用户账号名称管理规定》，对互

联网用户账号名称的注册、使用和管理作出了规

定。该管理规定将于 2015 年 3 月 1 日正式生效并

实施。其主要内容如下： 

一、适用范围 

根据《互联网用户账号名称管理规定》第 2

条的规定，互联网用户账号名称，是指机构或个

人在博客、微博客、即时通信工具、论坛、贴吧、

跟帖评论等互联网信息服务中注册或使用的账号

名称。在中国境内注册、使用和管理互联网用户

账号名称，均适用该规定。 

二、政府主管部门及管理模式 

根据《国务院关于授权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

室负责互联网信息内容管理工作的通知》（国发

〔2014〕33 号），国务院授权国家互联网信息办

公室负责全国互联网信息内容管理工作，并负责

监督管理执法。 

《互联网用户账号名称管理规定》在此基础

上对互联网用户账号名称规定了分级管理模式：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负责对全国互联网用户账

号名称的注册、使用实施监督管理；省级互联网

信息内容主管部门则负责对其行政区域内互联网

用户账号名称的注册、使用实施监督管理。 

三、互联网信息服务使用者的义务 

互联网信息服务使用者注册账号时，应当与

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签订协议，承诺遵守法律

法规、社会主义制度、国家利益、公民合法权益、

公共秩序、社会道德风尚和信息真实性等七条底

线。 

互联网信息服务使用者注册和使用的互联网

用户账号名称，不得有下列情形： 

（1）违反宪法或法律法规规定的； 

（2）危害国家安全，泄露国家秘密，颠覆国家

政权，破坏国家统一的； 

（3）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的，损害公共利益的； 

（4）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破坏民族团结的； 

（5）破坏国家宗教政策，宣扬邪教和封建迷信的； 

（6）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的； 

（7）散布淫秽、色情、赌博、暴力、凶杀、恐怖

或者教唆犯罪的； 

（8）侮辱或者诽谤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 

（9）含有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其他内容的。 

四、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的义务和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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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互联网用户注册账号名称时，《互联网用

户账号名称管理规定》要求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

者履行两项主要义务：（1）按照“后台实名、前

台自愿”的原则，要求互联网用户注册账号前需

要通过真实身份信息认证；（2）落实安全管理责

任，完善用户服务协议，配备充足的专业人员，

对互联网用户提交的账号名称、头像和简介等注

册信息依法进行审核，并及时处理公众举报的注

册信息中的违法和不良信息。 

在互联网用户违反账号名称注册规定时，《互

联网用户账号名称管理规定》要求互联网信息服

务提供者承担下列两项主要责任：（1）如果互联

网信息服务使用者以虚假信息骗取账号名称注

册，或其账号头像、简介等注册信息存在违法和

不良信息的，则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应当采取

通知限期改正、暂停使用、注销登记等措施。（2）

对冒用、关联机构或社会名人注册账号名称的，

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应当注销其账号，并向互

联网信息内容主管部门报告。 

五、简评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 35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 2014

年 12 月，中国网民规模已达到 6.49 亿，互联网

用户账号总量巨大。在中国互联网行业蓬勃发展

的同时，也出现了冒用或关联党政机关、媒体和

社会名人注册账号等乱象，部分账号甚至出现淫

秽色情、暴力恐怖等信息。正是在这种背景下，

作为全国互联网信息内容管理工作主管部门的国

务院互联网信息办公室适时制定并颁布了《互联

网用户账号名称管理规定》。 

《互联网用户账号名称管理规定》对互联网

用户账号名称的注册作出了规范，其规定的账号

名称不得含有的九种禁止性内容的情形，与《互

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规定的互联网信息服务

提供者禁止提供的九种内容信息一脉相承，体现

了中国政府对互联网行业内容信息管理的一贯原

则。 

《互联网用户账号名称管理规定》强化了互

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的相应义务和责任，要求其

规范用户账号的注册和使用行为，明确其针对违

发和不良注册信息所能采取的措施，让用户账号

的管理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互联网用户账号

名称管理规定》的出台和实施，必将进一步规范

互联网用户账号名称的注册、使用和管理工作，

从而促进我国互联网行业有序健康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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