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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分级制度视角下的
网络色情淫秽治理＊

＊

□　张志铭　李若兰

　　内容提要　网络的特性决定了其规制方式与传统媒体不同。在现有法律规制模式存在不

足的情况下，通过引入技术手段治理网络将成为未来网络规制的发展趋势。在这种趋势下，治
理网络色情淫秽不仅需要法律规制，更需要建立内容分级制度进行对象化区分治理。许多国

家和地区一般将内容分级制度视为网络自治的重要构成要件，内容分级制度已成为网络色情

淫秽治理的通行经验。中国也应该改变传统运动式的执法方式，通过建立内容分级制度实现

网络色情淫秽的有效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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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论

色情淫秽影响人们的身心 健 康，尤 其 是 对 于

未成年人的心理和生理造成严重伤害。色情淫秽

信息的泛滥和不受控制更会造成社会失范，因 此

其长期以来一直是各国政府治理的焦点问题。自

２０世纪９０年 代 起，互 联 网 技 术 在 中 国 急 速 发 展

带来了网络色情淫秽的迅猛传播，由于互联网 用

户的激增和支付手段的便捷化，通过 图 片、文 本、
视频、音频、即 时 互 动 方 式、广 告、网 络 游 戏 等 方

式，网络色情淫秽借助日新月异的互联网传播 技

术迅猛增长，“性”和色情已然成为网上最触动神

经的话题，各种与色情淫秽有关的网络内容层 出

不穷，网络在事实上已成为色情淫秽快速发育 传

播的温床。与此相应，如何有效治理网 络 色 情 淫

秽成为中国政府必须切实面对的重要课题。

事实上，中国的网络色情 淫 秽 治 理 已 经 在 实

践和理论层面开始了积极探索。中国首先通过制

定诸多有关网络监管的法律建立起全景式的规制

体系，仅现有的各行政部门发起制定的规范 性 文

件多达６０多 部。① 在 执 法 领 域，中 国 每 年 由 公 安

部门主导开展大规模的运动式执法行动，集 中 整

治网络 色 情 淫 秽。为 了 进 行 实 时 有 效 的 网 络 监

管，中国还设立了直接的监管者———网络警察，网
络警察的工作内容之一即是检索网络上的色情淫

秽信息并予以惩处。除此以外，中国 政 府 还 采 用

敏感词过滤的措施来规制网络色情淫秽，依 据 这

些技术措 施 网 络 会 自 动 进 行 不 同 程 度 的 内 容 过

滤，涉及色情淫秽的敏感词汇都将不能在网 上 被

显示。通过法律法规、执法行动、网络警察和过滤

技术，中国在实践中构建起独特的 规 制 体 系。但

是这种主 要 依 托 行 政 规 范 的 规 制 模 式 有 许 多 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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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法律规范效力层级较低，运动式执法难以建立

长效的治理体制，网络色情淫秽仍然猖獗，网络色

情淫秽规制仍然处于尴尬境地。
在理论探讨层面，国内关于 网 络 色 情 淫 秽 规

制的研究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有研究从刑法 角

度来探讨网络色情淫秽的入罪问题，尤其着重 关

注淫秽物 品 认 定 的 标 准 问 题；② 还 有 研 究 致 力 于

比较互联网治理研究，通过借鉴其他国家的治 理

经验来应 对 中 国 问 题；③ 也 有 学 者 从 历 史 的 维 度

梳理色情淫秽的规制渊源，并对规制的正当性 基

础作出相关分析；④ 除此以外，多数规制研究认为

网络色情淫秽规制需要从法律层面上进行建 构，
并辅之以 技 术 手 段 和 网 络 自 律 规 范。⑤ 以 上 研 究

都以立法为核心来谈网络色情淫秽的规制，但是

实际上现有以法律为核心的规制模式面临很多理

论困境：一方面，由于互联网的无国界 特 征，在 法

律适用上存在着管辖权适用的问题；另一方面，立
法需要解决色情淫秽的标准问题，但色情淫秽 的

定义随着社会开放度的变化而难以确定；不仅 如

此，色情淫秽社区标准的多元化使得建立统一 的

适用标准成为不可能。可以说，试图通 过 从 法 律

上廓清色情淫秽的整体面貌并以此进行规制陷入

了理论上的困境。
与此同时，世界其他国家同样在处理相同问题

时面临法律规制的尴尬，并开始转向通过引入技术

手段来规制色情淫秽内容。重视技术措施已经渐

渐成为网络规制的潮流。在这其中，广受各国推崇

的内容分级制度作为规制网络的重要技术手段，在
规制网络色情淫秽内容上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以内容分级制度为支点，以网络使用者为中心的规

制模式逐渐发挥了更大作用。现有的国内研究中

对技术措施的重要性关注度不够，对网络内容分级

制度的讨论也仅限于从技术角度对其进行介绍，而
对内容分级制度的运作机制和法律意义并没有详

细探讨。从这种意义上说，重新认识内容分级制度

的运作机制，梳理内容分级制度的法律内涵并分析

其对网络色情淫秽的规制意义 就 显 得 尤 为 重 要。
本文的讨论即是基于以上思路展开。

二、网络规制模式的新变化

———技术手段的再认识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兴起和发展，网络已经成

为现代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在带 给 人

们生活更多可能性的同时，其负面效应也导 致 了

随之而来的规制难题。网络有别于传统媒体的特

点决定了其要采用不同的规制方式。网络的匿名

性一方面促进了网络的蓬勃发展，刺激人们 主 动

大量发表言论，但另一方面也导致了相关法 律 责

任主体的缺位；网络去中心化，无国界的特点使得

网络具有独立于现实世界的特质，极端的网 络 主

权理论者甚至宣称“网络空间不在政府管制之下，
自由平等是网络空间的特征，思想和心智是 其 存

在。”⑥ 除此以 外，现 代 社 会 的 网 络 使 用 者 大 多 数

在相对隐私空间内使用网络，高私密性大大 提 高

了使用者接触到不适当信息的可能性。我们在享

受网络带来的便利的同时，也要遭受互联网 上 出

现的暴力、色情淫秽、侮辱诽谤、侵犯 隐 私 等 网 络

内容的危害。在数字化时代，如何规 制 网 络 就 成

为一个极具考验性的问题。事实上，人 们 对 互 联

网属性的截然不同的认识则导致了不同的网络规

制态度。一种观点认为互联网的去 中 心 化、无 国

界、容易接近等特征决定了网络具有“自由”的本

质，现实世界的法律和技术规制无法真正对 网 络

治理起到 作 用。⑦ 而 相 反 的 观 点 则 认 为 网 络 的 本

质特性不是“自由”而是“可规制性”，也就是说网

络本身就是由人设计出来的，因此网络在技 术 上

必然具有很 高 的“塑 造 性”。⑧ 这 种 技 术 上 的 可 塑

造性就决定了网络必然能服从人类的治理逻辑并

得到规 制。在 后 者 看 来，所 谓 的 宣 传 的“网 络 自

由”只是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
对互联网本质的认识不同必然会导致对网络

规制的不同进路。与宣称的网络主 权 思 想 相 反，
现实中有大量的法律规制着网络世界，并在 纠 纷

解决实践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制定法无可

争议地成为网络规制的最主要的手段，世界 各 国

在版权、网络犯罪、未成年人保护等方面制定广泛

细致的法律即是最好证明。在出现 争 议 时，法 律

提供的可预期性和强制力往往能产生立竿见影的

效果，人们往往诉诸现实的法律制度以解决争议，
用法律手段规制网络成为最为普遍的做法和最广

泛的共识。
但是近年来，有关法律万 能 的 观 点 受 到 了 越

来越多的挑战。对网络技术可规制性本质的再认

识使得人们开始重新评估技术手段在网络治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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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被誉为网络原创思想家的斯坦福大学教

授劳伦斯·莱斯格就是这一观点的持有者，其与

众不同的观点启发了不一样的规制思路。莱斯格

教授认为网络软件能够像法律规范一样规制网络

内容，而构成网络 软 件 的 代 码（ｃｏｄｅ）就 是 网 络 世

界通行的“法律”，而未来网络规制趋势也必然是

技术规 制。⑨ 诚 如 其 所 言，代 码 是 网 络 技 术 的 核

心，而由代码构成的软件和硬件则共同规制着 整

个网络空间。⑩ 比 如 数 字 签 名、加 密 技 术、屏 蔽 与

过滤技术等都使得技术规制网络内容成为可 能。
莱斯格教授不同于传统的观点引人深思，而可 见

的是网络内容分级和过滤技术在西方各国的广泛

应用，与渐趋流行的技术规制相对应的则是法 律

规制的无力和尴尬。自２１世纪以来，政府在面对

网络出现的不可预知的风险时，以无审慎的、未经

深思的公权力运作来决定网络世界未来的做法已

经遭到普遍质疑和挑战。在言论自由成为普世价

值的今天，网络言论自由和国家控制之间的张 力

愈发明显，要求调整原先的法律规制模式转而 追

求网络自治自主的呼声日益流行。最为明显的例

子是，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限制公众人物言论 的

行为都最终演变为网民讨论的公共事件，影响 不

可谓不大。通过这些技术措施，法律规 制 会 带 来

的争议可能会因为这些技术的引入而得以减少或

避免。例如，美国政府为了保护未成年 人 接 触 到

含有暴力、淫秽等有害其利益的电视节目，要求电

视设备生产商在设备中安装特定的芯片，以阻 断

和过滤含有可能危害未成年人利益的电视节 目。
这种做法将电视节目选择权由电视媒体运营商转

交到家长手中，使得家长能够控制子女观看的 电

视节目权限。这种技术手段就很好地平衡了言论

自由和未成年人利益之间的冲突。除了平衡商业

开发和言论自由之间的张力外，技术措施在其 他

方面也能够起到规制作用。比如，网络 使 用 者 必

须通过密码进行身份认证后才能进入特定网 站，
而有些网站需要特殊的电脑程式才能运行；网 络

用户在面对自己不愿接受的信息时也可以采用特

殊软件隔绝不恰当的信息，帮助使用者自行决 定

其愿意接收到的信息。总而言之，以代 码 为 基 础

的技术手段在很大程度上能决定我们能够与谁沟

通，用何种方式沟通，甚至能够在互联网上获得哪

些信息。诸如此类的电脑软件和技术标准已经逐

渐成为了规范网络的一个重要手段。对技术手段

的推崇奠基于因特网真正的媒介属性———可规制

性，即互联网这一言论媒介在技术上的高度 可 塑

性。可以说，承认网络可规制性是我 们 思 考 网 络

治理最基本的出发点，在网络时代，言论自由的主

战场已经转移，通过引入技术手段的治理真 正 决

定着网络规制的未来。
在网络规制的范畴里，法 律 必 然 扮 演 着 重 要

角色，但是由于网络的技术可规制性则导致 了 技

术手段事实上能在网络内容规制上起到更大的作

用。可以说，在原有法律规制体系内 引 入 技 术 手

段，将会整体上提高法律规制的技术程度，提升网

络自治的水平。

三、网络色情淫秽的治理

———从法律规制到技术手段的引入

　　网络色情淫秽信息是网络有害内容的 一 种，
网络的跨国性更是助长了色情淫秽的传播，因 而

日渐成为一个亟待规制的社会问题。“色情”来源

于 希 腊 语 “ｐｏｒｎｏｇｒａｐｈｏｓ”一 词，在 希 腊 语 里，
“ｐｏｒｎｏ”指的 是 最 低 级 便 宜 的 妓 女，而“ｇｒａｐｈｏｓ”
则是指描述、绘画；因此，“色情”可以从字面 上 解

释为“关于妓女描述的作品”。《大英百科全书》中

对色情的解释是“在书籍、图画、电影等东西 里 描

述性爱之行为，借以挑起性刺激”。瑏瑡 在英文里“淫

秽”（ｏｂｓｃｅｎｅ）是 指 文 字、思 想、书 籍、图 画 等 是 猥

亵的，是对于性活动的不正当的看法或描写。瑏瑢 而

谈到色情淫秽的规制时，通过考察世界代表 性 国

家或地区规制网络色情淫秽的做法时发现各国无

一不是针对对象进行区分治理。其中最具有典型

意义的区分是将色情和淫秽区分对待，色情 信 息

一般属于有害信息，但是受到言论自由的保护，而
淫秽信息则属于不法信息，将交由刑事法律 进 行

规范。
在网络内容治理方面，世 界 先 进 国 家 的 治 理

经验能给予我们启示。欧盟的做法是将网络内容

分为有害和违法两种，对儿童色情、人 口 运 输、种

族思想的传播、排外思想传播等四项网络内 容 进

行法律上的重点规范，希望通过法律将其完 全 排

除出网络 世 界。瑏瑣 但 是 考 虑 到 法 律 的 局 限 性 和 对

网络特性的认识，欧盟转而鼓励成员国广泛 采 用

内容过滤和分级软件，推 行 内 容 分 级 制 度。１９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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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欧盟通过的多年度行动计划中明确提出了以下

具体措施：（１）促进从业者制定自律规范网络内容

监督计划；（２）鼓励从业者提供过滤工具和分级制

度；（３）增 加 使 用 者 对 从 业 者 所 提 供 的 服 务 的 认

识。瑏瑤 这项法 令 的 核 心 要 旨 是 采 取 技 术 措 施 来 规

范色情淫秽，自始欧盟内部各国开始使用技术 手

段来规 制 网 络 色 情 淫 秽 信 息。除 了 欧 盟 的 规 制

外，美国网络色情淫秽的规制实践也具有典型性。
事实上，美国治理网络色情淫秽的做法根植于 现

实世界规制色情淫秽的实践。出于遵循司法主治

的传统和对言论自由价值的珍视，美国规制网 络

色情信息的标准在联邦法院的实践中展示出 来。
色情淫秽的标准一直在言论自由和保障未成年人

利益之间拉锯。至２０世纪９０年 代，美 国 司 法 实

践中对色情淫秽的认定经过了“希克林标准”、“罗

思标准”和“米勒标准”，已经形成了对“淫秽”（ｏｂ－
ｓｃｅｎｅ）的具体 判 断，同 时 区 分 了 不 受 宪 法 第 一 修

正案保护的“淫秽”和具有低度言论价值的“低俗

不雅”（ｉｎｄｅｃｅｎｃｙ），也 即 色 情 信 息。其 中 认 定 淫

秽的标准广泛地适用于各种传播媒体，而低俗 不

雅之标准则适用于具有侵入性，易于接近使用 的

无线电传播。１９９５年，依据司法实践中形成的色

情淫秽 判 断 标 准，美 国 法 院 在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Ｖ．
Ｔｈｏｍａｓ一案中终于将“淫秽”的标准适用于网络

色情淫秽 规 制。瑏瑥 而１９９６年 制 定 的 美 国《传 播 风

化法》ＣＤＡ（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ｄｅｃｅｎｃｙ　ａｃｔ）第 一 次

通过立法明确对网络色情淫秽进行管制，这一 法

案的主要目标是保护未成年人免受淫秽内容的侵

害，同 时 它 还 将 目 标 对 准 网 络 色 情 内 容。通 过

ＣＤＡ法案，立法者试图使未成年人接触不到这些

“明显冒犯”和“低俗”的信息。两条款对此作出了

明确规定：“禁止任何明知对象未满十八岁，而 在

因特网上对其进行低俗的传播。”另外 一 条 款 是：
“禁止任何人在明知可能被未满十八岁人士获得

的情况下，在因特网上传播‘以当前社区标准看来

明显冒犯的方式刻画或描述性或排泄的器官以及

行为的内 容’。”瑏瑦 但 该 法 案 的 规 定 由 于 定 义 模 糊

不清而被认为侵犯成人的言论自由，遭到了大 肆

批评。引发这一法案合宪性讨论的里程碑案件则

是１９９７年 的 ＲｅｎｏＶ．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ｉｖｉｌ　Ｌｉｂｅｒｔｉｅｓ
Ｕｎｉｏｎ案，最高法院九位大法官判定ＣＤＡ法案违

宪无效。瑏瑧 法 庭 意 见 认 为：“为 了 防 止 未 成 年 人 接

触到潜在的有害言论，ＣＤＡ压制了大量的成年人

宪法性权利。这种对未成年人利益的保护并不能

使其对大范围的成年人利益的压制正当化。政府

不应 该 仅 仅 为 了 未 成 年 人 而 减 损 成 年 人 的 权

利”。瑏瑨 雷诺案宣告了ＣＤＡ法案的失败，此举标志

着立法管制网络色情淫秽的思路在现实中遭遇挫

败。自此美国开始使用技术手段，也 即 屏 蔽 和 过

滤软件 来 对 网 络 色 情 淫 秽 进 行 规 制。美 国 政 府

２０００年通过《儿童因特网保护法》（ＣＩＰＡ）确认了

过滤方法的正当性，国会不再试图直接控制 地 方

上的学校和图书馆，学校和图书馆必须具有 因 特

网安全政策和技术保护措施，每一台接入因 特 网

的电脑必须具有相应的过滤软件，可以屏蔽“属于

淫秽或儿童色情的图像，并且防止未成年人 获 取

对其有害 的 材 料。”瑏瑩 这 一 法 案 指 出，奠 基 于 过 滤

技术至上的规制手段并非最优手段，但是却 是 对

言论自 由 限 制 最 少 的 方 式。确 认 了 过 滤 的 正 当

性，剩下的 问 题 就 是 如 何 进 行 过 滤。从２０世 纪

９０年代至今 的 规 制 政 策 转 变 昭 示 了 美 国 未 来 规

制网络色情淫秽的趋势。从某种程 度 上 看，这 种

制度选择代表美国对色情淫秽内容的规制开始走

向了技术管制。现今美国网络色情淫秽的规制措

施很大部分就是建立在内容分级制度的基础上。
通过考察世界主要国家对网络色情淫秽的治

理历程，我们可以发现各国对网络色情淫秽 的 规

制经历了一个政策变化的过程，由原先的立 法 规

制逐渐转变为引入技术规制和行业自律的模式。
除美国之外，其他国家也纷纷采用技术手段，

通过互联网内容分级制度对含有淫秽色情内容的

信息进行分级分类来达到对其有 效 规 制。此 外，
作为立法之外的规制手段，内容分级制度是 西 方

国家以行业自律的方式运行的。网络使用者通过

使用分级软件达到对网络色情淫秽进行规范的目

的。这种方法不同于通过立法的直 接 控 制 后 果，
而事实上网络采用内容分级方法达到了现实世界

中的分区管制功能，并实现了对网络色情淫 秽 的

规范。网络内容分级方法相比立法 更 为 高 效，低

成本，能达到比较理想的规制效果。实际上，利用

分级制度来规范网络色情淫秽已经开始成为很多

国家的做法。可以预见，以网络内容 分 级 为 代 表

的信息技术将成为未来规范网络色情淫秽的重要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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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网络内容分级制度的运作

规范和制度实践

　　网络内容分级制度就是通过设定不同级别的

标准对网络色情淫秽内容进行分级，网络内容提供

者根据标准在网页上进行自我标示，由内容接受者

自行决定是否接入网站内容的制度。这一思路与

现今应用成熟的电影分级制度相似，都是将决定权

交由接受者选择。网络内容分级制度产生的主要

目的就是防止不当有害内容对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造成危害。网络内容分级制度在当今许多国家的

应用基本是以行业自治的方式出现的，唯一通过强

行立法进行内容分级的我国台湾地区也在２０１２年

废弃了原先立法。总体来说，网络内容分级制度的

运作机理是一以贯之的，多数国家或地区的分级实

践都建立在内容分级制度的基础上。
具体说来，网络内容分级制 度 是 由 相 应 的 组

织机构、分级系统和分级标准组成的。内 容 分 级

制度的提出得益于麻省理工学院设立的国际标准

化组织 Ｗ３Ｃ，ＰＩＣＳ是由 Ｗ３Ｃ（Ｗｏｒｌｄ　Ｗｉｄｅ　Ｗｅｂ
Ｃｏｎｓｏｒｔｉｕｍ）设计出的一种软件标准，根据这一标

准可 以 对 因 特 网 上 的 内 容 进 行 标 记。瑐瑠 Ｗ３Ｃ在

ＰＩＣＳ的首页上就十分清楚地表示，发明ＰＩＣＳ的

初衷就是为了帮助家长和老师控制未成年人对网

络的接触，利用网站内容自动标签化的技术来 提

供网络使用 者 不 同 的 内 容 选 择。ＰＩＣＳ背 后 的 理

念是创立一种关于元数据的标准，其核心就是 能

显示网页中存储的特定的信息。网络使用者只要

进入互联网浏览器“属性”中“内容”一栏，就可以

在“内容审查”见到ＰＩＣＳ。瑐瑡 而这种技术方式与电

影分级制相似，网络分级标准必须依附于因特 网

内容选择平台（ＰＩＣＳ）才能发挥作用。严格来说，

ＰＩＣＳ仅 仅 是 分 级 过 滤 软 件 的 一 部 分，只 是 为 标

记、分级提供一个平台。ＰＩＣＳ要求提供网络信息

的网站经营者或者发布网络资讯者以自愿的方式

就其网络内容或分布的网络内容作自我分级，而

该自我分级的结构，则必须写入该网页的电脑 程

式码中，并且同时将自我分级的标示，显示在该网

页上或者其所发布的网络资讯上。此种分级技术

标准可以 全 面 使 用 在 各 种 不 同 层 次 的 网 络 技 术

上，包括网络浏览器，公司防火墙或网络服务公司

的服务器等。

ＰＩＣＳ必须与某种内容分级系统相结合才能发

挥作用。针对 互 联 网 的 内 容，目 前 有 很 多 种 基 于

ＰＩＣＳ平台建立的分级系统和标准，其中最为普遍

的 是 网 络 内 容 分 级 组 织ＩＣＲＡ（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Ｒａｔｉｎｇ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创立的分级系统。作为一项互

联网应用科学技术，ＩＣＲＡ设立宗旨是为了让儿童

安全地使用互联网，推进网络内容过滤。瑐瑢ＩＣＲＡ是

由互联网行业联合组成的行业协会，ＩＣＲＡ期望借

由行业内部开发出专门的分级软件，将网站分级作

为其主要业务，以儿童、未成年人免受网络不良信

息的侵害。通过这种行业自律的方式，互联网行业

以此对抗政府的立法管制措施。ＩＣＲＡ强调他们并

不对内容进行任何分级，而是由内容提供者自己进

行分级，也就是说，ＰＩＣＳ为因特网对内容进行标记

和分级设立一个技术标准，然后ＩＣＲＡ在ＰＩＣＳ的

平台上设计一套分级标准。瑐瑣 关键的一点是，由内容

提供者通过ＩＣＲＡ的标签系统对网络内容分级，而

ＩＣＲＡ自身不对网站进行价值评判。主观上判断是

否打开由网络使用者来决定，这样就使得网络内容

判断权交给了使用者。ＩＣＲＡ分级系统中最为有名

的是ＩＣＲＡ的 词 库，也 就 是 著 名 的“ＩＣＲＡ问 卷”。
内容提供者登录到ＩＣＲＡ网站填写网站内容问卷，
问卷问题是关于网络使用者的网站是否含有ＩＣＲＡ
词库中的一些元素。在回答完问卷之后，ＩＣＲＡ将

根据网络使用者的回答自动生成一份针对内容的

分级报告，内容提供者就可以将这一分级信息输入

网站的ＨＴＭＬ代码中。安装有过滤软件的网络使

用者在接入网络使用者的网站前就会首先读取这

一分级信息，然后选择过滤或者进入。

ＩＣＲＡ的著名分级标准体现在其 词 库 里 的 四

大类内容，分别是性、裸体、语言和暴力。而对每一

具体种类，ＩＣＲＡ又会进行一个程度的排列，在这其

中就涉及到了网络色情淫秽的分级标准，根据不同

程度的行为给予定级。具体的分级标准见表１瑐瑤：
随后ＩＣＲＡ沿袭以上基本模式并进行了不断

更新、修正和改进，但是基本没有改 变 这 一 模 式。
现在ＩＣＲＡ的网站上，词库中共有七类内容，分别

是裸体、与性有关的材料、暴力、语言、潜在有害行

为、用户生成 内 容 和 语 境。瑐瑥ＩＣＲＡ的 内 容 分 级 奠

定了往后其 他 分 级 系 统 的 基 础，而 在ＰＩＣＳ的 网

站上，除了ＩＣＲＡ之外，还有Ｓａｆｅ　Ｆｏｒ　Ｋｉｄｓ、Ｓａｆｅ－
Ｓｕｒｆ等分级 系 统 可 供 选 择。其 中，Ｓａｆｅｓｕｒｆ甚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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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网络内容分为１１大类，每类细分为７个等级，
这是目前为止最为详细的分级标准。多元化的分

级系统反映了多元价值的存在，这也为网络使 用

者提供了更多的自由选择。而目前ＩＣＲＡ开发的

分级系统得到了最为广泛的运用，被许多国家 和

地区作为制定本国分级标准的参照系。
当然，由于各国具 体 道 德、风 俗、社 会 文 化 的

不一样，各国网络使用 者 也 会 根 据ＩＣＲＡ的 标 准

作出适当的调整，以满足内容分级的要求。
表１

分级标题 等级 尺度说明

性 ０级 无，没有性行为和不雅行为

１级 热吻

２级 着衣热吻

３级 非直接性爱抚行为

４级 明显性活动

裸体 ０级 无，没有裸体

１级 衣着暴露

２级 部分裸露

３级 正面裸露

４级 煽情的正面裸露

语言 ０级 无，无害的俚语

１级 影射身体器官的言语

２级 温和无害的言语

３级 猥亵的用词

４级 明显的性暗示

暴力 ０级 无，无暴力

１级 生命体的损害

２级 人或动物的宰杀（非威胁性）

３级 人受到伤害或杀害

４级 原因不详的暴力

五、内容分级制度的

现实应用———以台湾为例

　　作为规制网络色情淫秽的有效手段，内容分

级制度已经在实践中获得了广泛的运用。现实中

网络内容分级分为自愿内容分级和强制内容分级

两种模式。自愿内容分级制度和强制内容分级制

度所贯穿的规制理念和体现的规制效果都大不一

样。如果采取的是自愿内容分级制度，则 法 律 仍

然给予了未进行分级的信息得以表达的空 间，而

网络使用者也可以享有接近信息的权利。内容自

愿分级制 度 的 伦 理 基 础 是 社 会 对 产 业 伦 理 的 期

待，基于内容提供者和内容接受者两者之间 的 约

定而来，本质上没有政府公权力作为管制后盾，也
不容易出现侵害人民基本权利的法理问题。这种

通过行业自律的做法较少会引起侵犯言论自由的

争议，也不会带来违宪审查问题。
如果法律强加给网络使用者进行自我审查和

自我分级的义务，此一法定义务不但加诸网络使用

者不合理的负担，同时也会产生扼杀网络言论的寒

蝉效应。若实行强制内容分级，则在以ＰＩＣＳ技术

标准为主导的分级体制下，政府对网络内容的选择

将全面取代个人选择。尽管最终的内容决定权是

在网络使用者手上，但也存在公司、学校、国家等集

体在更高层次统一过滤相关信息的可能性。正如

防火墙一般，任何国家都可以透过在对外的网络连

接层次上使用ＰＩＣＳ过滤资讯。只要政府愿意控制

信息的流通，ＰＩＣＳ有可能成为最有效率的过滤信

息方式。换言之，透过ＰＩＣＳ国家可扮演家长式的，
事前管制网络信息的角色，这种方式完全不顾及个

人的自主性与选择自由，更不论个人的尊严。就这

一层面来说，ＰＩＣＳ产生的规制效果远远超过其制

度预期。ＰＩＣＳ被接受的程度越高，受到政府支持

的可能性越高，其对与言论自由的威胁和个人的自

主性的伤害性也就越大。而世界不少国家倾向于

将内容分级作为网络经营者和使用者自主选择的

规制手段，以在保障成年人言论自由和未成年人利

益两者中达到平衡。因此这些国家往往通过行业

自律来进行内容分级，美国就是通过行业组织来推

进内容分级制度的典型国家。
我国台湾地区是唯一强制推行内容分级的地

区，由政府制定详细的电脑网路内容分级处 理 办

法，具体规定了分级的标准和规制 方 向。内 容 分

级制作为管制网络内容新型立法，创制了专 门 针

对网络内容的措施。而这些立法措施的目的在于

保护未成年人的利益，对于网络上的色情淫 秽 信

息进行分类。台湾通过对规制对象 的 区 分，最 终

建立起了较为完整的网络色情淫秽规制体系。
通过考察台湾现行立法，可 以 发 现 台 湾 对 色

情淫秽的管制方式截然不同，其将网络内容 分 为

淫秽（Ｏｂｓｃｅｎｉｔｙ）和 色 情（Ｉｎｄｅｃｅｎｃｙ）。对 淫 秽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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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定，台湾已经通过司法实践形成了较为成熟 的

判断标准：台湾刑法第２３５条规定“散 布、播 送 或

贩卖猥亵之文字、图书、声音、影像或其他物品，或
公然陈列，或以他法供人观览、听闻者，处 二 年 以

下有期徒 刑、拘 役 或 并 科 三 万 元 以 下 罚 金”。瑐瑦 而

台湾大法官会议４０７号解释对猥亵（淫秽）作出了

进一步的文义解释，即指一切在客观上足以刺 激

或满足性欲，并引起普通一般人羞耻或厌恶感 而

侵害性的道德感情，有害于社会风化之行为。瑐瑧 但

是台湾网络内容分级制度并不适用淫秽，而是 只

针对色情信息，即未达到淫秽之标准的色情内容，
未违 法 但 有 害 的 信 息。２００５年，台 湾 制 定《电 脑

网络内容分级处理办法》，其立法依据是《儿童及

少年福利法》第２７条规定“出版品、电脑软件、电

脑网路应予分级；其他有害儿童及少年身心健 康

之物品经目的事业主管机关认定应予分级者。前

项物品列为限制级者，禁止对儿童及少年租售、散
布、播送或公然陈列。第一项物品之分级办法，由
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定之。”由此可见，台 湾 网 络 分

级的主要内容是合法的色情信息，从而排除刑 法

规范的猥亵性信息。《电脑网路内容分级处理 办

法》第三条“电脑网络内容不得违反法律强制或禁

止规定。”也印证了刑法对淫秽网络内 容 的 规 制。
而《电脑网路内容分级处理办法》第十条规定网络

内容有害儿童及少年身心发展者，列为限制级，未
满十八岁者不得浏览。其中关于性的限制级描述

为“以动作、影像、语言、文字、对白、声音、图书、摄
影或其他形式描绘性行为、淫秽情节或裸露人 体

性器官，尚 不 致 引 起 一 般 成 年 人 羞 耻 或 厌 恶 感

者。”由此可见，台湾立法中认为“淫秽”与可被容

忍的“色情”的分界线在于“是否引起一般成年人

的羞耻或厌恶感”。但是实际上“成年人的羞耻感

或厌恶感”很难在司法实践中确立清楚。
具体到台湾网路内容分级 标 准，立 法 最 初 将

网络内容按照年龄分为四级（普遍级：一般网站浏

览者皆可浏览；保护级：未满六岁儿童 不 宜 浏 览；
辅导级：未满十二岁儿童不宜浏览，十二岁以上十

八岁以下少年需父母或师长辅导浏览；限制级：未
满十八岁 不 得 浏 览）。瑐瑨 其 中 针 对 这 四 项 级 别，从

语言、性和暴力三个方面进行了分级。瑐瑩 这种内容

分级标准参考了电影分级制，但是由于网路与 传

统电影的不同，使得四级制无法很好地适用于 网

路。同时由于在适用时出现的辅导级与保护级之

间的标准十分模糊，因此台湾重新修订了分 级 标

准，将原来的四级变为两级标准：限制级和非限制

级。其中对于可能严重影响未成年人利益的内容

作了详细的分类定级。分级标准具体见表２：瑑瑠

表２

类别 级别名称 级别描述 对应值

网站内

容语言

之使用

１８岁以下之

未 成 年 人 可

单 独 阅 读 或

由 家 长 陪 伴

阅 读 之 容 许

语言

一 般 性 语 言，
略 带 轻 蔑 或

经 修 饰 过 之

粗鄙字眼

非限

制级

网站内

容语言

之使用

１８岁以下之

未 成 年 人 不

可 阅 读 之 明

显 粗 俗 语 言

使用

以语言描述强

奸、性 行 为 等

情 节，用 语 明

显粗暴未经修

饰，表 现 淫 秽

与性暗示

限制级

性与裸

露之图

文或多

媒体

完全无裸露及

在父母陪伴之

下可观看

裸露之艺术作

品 或 教 学 素

材，不 致 引 发

性 联 想 之 胸

部、臀 部 裸 露

或着衣之爱抚

非限

制级

性与裸

露之图

文或多

媒体

明 显 的 性 活

动，１８岁 以

下 之 未 成 年

人不可观看

性 器 官 接 触，
或直接明白裸

露性器官以暗

示性行为

限制级

　　通过以上对网络内容进行区分，使得不同级

别的色情信息得以标示，在订立具体的分级 标 准

的同时，台湾也依据《网络内容分级处理办法》第

九条规定 成 立 财 团 法 人 台 湾 网 站 分 级 推 广 基 金

会，由其负责推行网络内容分级制 度。网 站 分 级

推广基金会的主要任务是订定网站分级系 统，推

动行业自我分级标示，提供分级标签产生器 给 内

容提供者自我标示。瑑瑡 依照台湾现行法律，这种管

制方式避免了国家对于网络内容的直接监管而引

发的侵害言论自由的问题。
虽然台湾推行的网络强制内容分级系统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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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较好的效果，但是却遭到了很多的批评和指责。
国家通过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网络内容提供者 等

方面进行不同程度的限制，以此达到管制网络 世

界的目的。而这种管制一定程度上与言论自由的

基本精神相悖，因为言论自由的核心旨趣在于 任

何人不能使用强力将自己的观点推销给他人。在

这种考量下，任何对言论审查的做法都必须接 受

审视和检查。而对于言论自由的侵害也有可能来

自于对公共讨论空间的控制，可能使表意人根 本

无法使用该讨论空间。
很明显，台湾通过立法建立 的 内 容 分 级 制 度

体现了政府的意志，具有指令性的管制作用，并没

有贯彻内容分级制度行业自律的精神。所谓的自

律自愿分级精神在分级架构、分级标准均受到 当

局介入前提之下已经无从谈起，内容分级制度 因

此被认为是言论事先管制的一种形态。不符合台

湾当局认 定 标 准 的 信 息 将 会 被 标 识 或 者 事 先 过

滤，这也剥夺了公民自主选择和自我判断的权利。
台湾通过 立 法 强 制 自 我 分 级 并 制 定 了 相 应 的 法

律，但是相比由政府制定分级制度，由网络行业推

行内容分级并进行行业自律应该是更为可行的态

度。事实上，２０１２年６月１３日，台湾正式废止了

《电脑网路内容分级处理办法》，停止了强制推行

内容分级制度的做法，而改由行业协会来推进 分

级制度。这一做法也恰巧与其他国家希望行业自

律，建 立 自 愿 内 容 分 级 的 制 度 相 呼 应。一 开 始

ＰＩＣＳ设计者的出发 点 就 是 希 望 建 立 最 能 符 合 家

长理想的自律机制上，保护儿童的利益，而这一自

律机制应该由民间来操作。而且现存的也不应该

只有一种内容分级标准，而是可以包含多元价 值

的多元标准，选择权交由网络使用者来使用。
总的来说，利用内容分级制 度 来 规 范 网 络 色

情淫秽已经成为当下普遍流行的做法。但台湾地

区的政府强制内容分级的做法将信息选择的权力

交由政府，极大地侵害言论自由违背内容分级 自

律精神。除台湾外，其他国家的做法都 是 由 行 业

内部自行建构相应标准，网络服务提供者自愿 自

行进行内容分级。自愿的内容分级制度将选择的

权利还网络使用者而顾及了言论自由。但是内容

分级制 度 也 存 在 制 度 设 计 的 漏 洞。在 执 行 层 面

说，并非所有的网站都能适用内容分级制度，社交

网站、聊天室、ＢＢＳ、新 闻 网 站 这 类 特 殊 的 网 站 可

能需要分级标准之外的措施来管 理。同 时，从 内

容分级的实效性来看，网络的跨国性会导致 内 容

分级制度实效的减弱，网络的跨国性是现在 较 难

克服的问题，但一旦世界各国都开始意识到 了 内

容管制的重要性后，可能会通过国际条约和 跨 国

性组织的方式建立一套国际性的网络分级 制 度。
整个网络内容分级制度的核心还是将选择权交还

于网络使用者。让网络使用者了解该项制度并运

用过滤软件的操作设立分级标准，网络内容 分 级

制度不失为管理色情信息的好方法。

六、结语：治理中国网络色情

淫秽也需设立网络内容分级制度

　　中国目前对互联网内容并未实行分级 制 度，
包括国外较为成熟的电影分级、图书分级等 制 度

都未在我国得以实行。具体到对网络色情淫秽的

监管，我国主要采取的是规制网络内容提供 者 行

为的思路，对规制网络用户并没有给予过多关注。
中国对网络淫秽信息采取通过基本法律予以规制

的手段，刑 法 第３６３条 至３６７条 规 定 了 制 作、贩

卖、传播淫秽物品罪，其中３６７条规定“本 法 所 称

淫秽物品，指具体描绘性行为或者露骨宣扬 色 情

的诲淫性的书刊、影片、录音带、图片 及 其 他 淫 秽

物品。有关人体生理、医学知识的科 学 著 作 不 是

淫秽物品。”这条规定为规制网络淫秽提供了法律

依据。除通过刑法规制外，新闻出版署于１９８８年

出台的关于《认定淫秽及色情出版物的暂行规定》
对于“淫秽”有 较 为 详 细 的 规 定。瑑瑢 而 规 定 中 同 样

对于色情出版物的认定有着规定：色情出版 物 是

指在整体上不是淫秽的，但其中一部分有第 二 条

（一）至（七）项规定的内容，对普通人特别是未成

年人的身心健康有毒害，因而缺乏艺术价值 或 者

科学价值的出版物。从规定中可以看出现有立法

规定严格区分淫秽和色情，但是对于淫秽的 具 体

定义仍然模糊不清。相比对淫秽信息采取刑事制

裁和行政处罚两种方式，中国对色情信息的 治 理

则主要由公安机关采取行政处罚的规制方式。但

在实际治理网络色情淫秽过程中，这种粗放 式 的

认定标准仍然难以得到较好适用。
网络色情淫秽治理离不 开 法 律 的 支 持，法 治

化治理网络色情淫秽一方面需要进行基础 立 法，
尤其制定保护未成年人利益法律，另一方面 需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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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内容分级制度。运用内容分级措施来治理色

情淫秽还是一个较为陌生的概念，我们有必要 引

入和厘清内容分级制度的相关理论和制度实 践，
对色情淫秽进行对象化区分治理，选定与我国 社

会发展水平和道德标准相匹配的内容分级标 准。
对于具体分级标准和分级系统的选择则是凝聚社

会共识，达成共同价值标准的过程。可以说，通过

引入技术措施治理网络色情淫秽应该成为中国未

来的主要规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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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日访问。
瑐瑢这一组织由英国的ＩＷＦ（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Ｗａｔｃｈ　Ｆｏｕｎｄａ－

ｔｉｏｎ）、美 国 的 ＲＡＳＣ（Ｒｅｃｒｅ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Ａｄｖｉｓｏｒ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德国的ＥＣＯ（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Ｆｏｒｕｍ）这三
个非营利组织共同设立，本部设在英国。

瑐瑣关键的一点是，由内容提供者通过ＩＣＲＡ的标签系
统对网络内容分级，而ＩＣＲＡ自身不对网站进行价值评
判，主观上判断是否打开由用户决定。

瑐瑤引自台湾展翅协会官网（原台湾终止童妓网站），
２０１３年１月８日访问。

瑐瑥引自ｈｔｔｐ：／／ｗｗｗ．ｆｏｓｉ．ｏｒｇ／ｉｃｒａ／，２０１３年１月８
日访问。

瑐瑦引自“中华民国刑法”，月旦法律数据库。２０１３年１
月１５日访问。

瑐瑧瑑瑠引自ｈｔｔｐ：／／ｗｗｗ．ｔｉｃｒｆ．ｏｒｇ．ｔｗ／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ａｗｓ－
ｒａｔｉｎｇ．ｈｔｍ，２０１３年１月１５日、２０日访问。

瑐瑨台湾《电脑网路内容分级处理办法》，月旦法律数据库。
瑐瑩引自 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ｋｈｓ．ｔｐ．ｅｄｕ．ｔｗ／ｃｈａｔ．ｈｔｍｌ。

２０１２年８月２０日访问。
瑑瑡引自维基百科 ｈｔｔｐ：／／ｚｈ．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ｏｒｇ／ｗｉｋｉ／，

２０１３年１月２０日访问。
瑑瑢（一）淫亵性地具体描写性行为、性交及其心理感受；

（二）公然宣扬色情淫荡形象；（三）淫亵性地描述或者传授性
技巧；（四）具体描写乱伦、强奸或者其他性犯罪的手段、过程
或者细节，足以诱发犯罪的；（五）具体描写少年儿童的性行
为；（六）淫亵性地具体描写同性恋的性行为或者其他性变态
行为，或者具体描写与性变态有关的暴力、虐待、侮辱行为；
（七）其他令普通人不能容忍的对性行为淫亵性描写。

责任编辑　陈亚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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