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モバイルインターネットアプリケーション情報サービス管理規定 

 

（中国語名称：国家罔信弁発布「移動互聯罔応用程序信息服務管理規定」） 

法令番号：--- 

 

国家网信办发布《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信息服务管理规定》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6月 28日发布《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信息服务管理规

定》（以下简称《规定》）。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有关负责人表示，出台《规

定》旨在加强对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APP）信息服务的规范管理，促进行业健康

有序发展，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有关负责人介绍，应用程序已成为移动互联网信息服

务的主要载体，对提供民生服务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

少数应用程序被不法分子利用，传播暴力恐怖、淫秽色情及谣言等违法违规信息，

有的还存在窃取隐私、恶意扣费、诱骗欺诈等损害用户合法权益的行为，社会反

映强烈。 

 

    《规定》明确，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提供者应当严格落实信息安全管理责任，

建立健全用户信息安全保护机制，依法保障用户在安装或使用过程中的知情权和

选择权，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 

 

    《规定》要求，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提供者和互联网应用商店服务提供者不

得利用应用程序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扰乱社会秩序、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等法律法

规禁止的活动，不得利用应用程序制作、复制、发布、传播法律法规禁止的信息

内容。同时，《规定》鼓励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各人民团体积极运用应

用程序，推进政务公开，提供公共服务，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有关负责人强调，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提供者和互联

网应用商店服务提供者应当切实履行管理责任，积极承担社会责任，自觉接受公

众监督，为网民提供安全、优质、便捷、实用的信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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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有关负责人就 

《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答记者问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6月 28日发布《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信息服务管理规

定》（以下简称《规定》）。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有关负责人接受采访，就《规

定》的相关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问：请您介绍一下《规定》出台的背景。 

 

    答：目前，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APP）已成为移动互联网信息服务的主要载

体，对提供民生服务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据不完全统计，在国

内应用商店上架的 APP超过 400万款，且数量还在高速增长。与此同时，少数 APP

也被不法分子利用，传播暴力恐怖、淫秽色情及谣言等违法违规信息，有的还存

在窃取隐私、恶意扣费、诱骗欺诈等损害用户合法权益的行为，社会反映强烈。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在深入调研和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出台《移动互

联网应用程序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就是本着为民、便民、惠民的宗旨，加强 APP

信息服务规范管理，促进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问：网民反映，一些应用程序传播暴力恐怖、淫秽色情及虚假谣言等有害信

息，主管部门应当及时“亮剑”。请问《规定》对 APP 信息内容管理有哪些具体

要求？ 

 

    答：《规定》要求，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提供者和互联网应用商店服务提供

者不得利用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扰乱社会秩序、侵犯他人合

法权益等法律法规禁止的活动，不得利用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制作、复制、发布、

传播法律法规禁止的信息内容。 

 

    为此，《规定》提出，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提供者应当严格落实信息安全管

理责任，依法履行“六项义务”： 

 

    一是按照“后台实名、前台自愿”的原则，对注册用户进行真实身份信息认

证；二是建立健全用户信息安全保护机制；三是建立健全信息内容审核管理机制，

对发布违法违规信息内容的，视情采取警示、限制功能、暂停更新、关闭账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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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置措施；四是依法保障用户知情权和选择权；五是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不得

制作、发布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应用程序；六是记录用户日志信息，并保存六十

日。 

 

    问：据了解，有的 APP 随意调用手机权限、侵犯用户隐私、发布虚假广告，

甚至存在恶意扣费、诱骗欺诈等行为。用户对此深恶痛绝，请问《规定》提出了

哪些针对性措施？ 

 

    答：《规定》针对用户个人信息及合法权益保护明确要求，移动互联网应用

程序提供者应当建立健全用户信息安全保护机制，收集、使用用户个人信息应当

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明示收集使用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并经用

户同意。依法保障用户在安装或使用过程中的知情权和选择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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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捆绑安装无关应用程序。 

 

    问：现在，用户大多是通过应用商店下载应用程序，对这种“APP超市”，《规

定》明确了哪些责任？ 

 

    答：互联网应用商店服务提供者应当对应用程序提供者履行“四项管理责任”： 

 

    一是对应用程序提供者进行真实性、安全性、合法性等审核，建立信用管理

制度；二是督促应用程序提供者保护用户信息，完整提供应用程序获取和使用用

户信息的说明，并向用户呈现；三是督促应用程序提供者发布合法信息内容，建

立健全安全审核机制，配备与服务规模相适应的专业人员；四是督促应用程序提

供者发布合法应用程序，尊重和保护应用程序提供者的知识产权。 

 

    问：目前，移动政务蓬勃发展，请问《规定》有何倡导性意见？ 

 

    答：《规定》明确提出，鼓励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各人民团体积极

运用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推进政务公开，提供公共服务，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问：有网民表示，在发现不良信息或举报不良应用程序时，经常遇到投诉无

门或举报无果的情况，《规定》对此有何要求？ 

 

    答：《规定》要求，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提供者和互联网应用商店服务提供

者应当配合有关部门依法进行的监督检查，自觉接受社会监督，设置便捷的投诉

举报入口，及时处理公众投诉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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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众对处理结果不满意或投诉举报不畅的，可向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

中心投诉举报（举报网址：www.12377.cn，举报电话：12377，举报邮箱：

jubao@12377.cn）。 

 

  

 

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信息服务管理规定 

 

 

    第一条 为加强对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APP）信息服务的管理，保护公民、

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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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通过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提供信息服务，从事

互联网应用商店服务，应当遵守本规定。 

 

    本规定所称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是指通过预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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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规定所称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提供者，是指提供信息服务的移动互联网应

用程序所有者或运营者。 

 

    本规定所称互联网应用商店，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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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条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负责全国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信息内容的监

督管理执法工作。地方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依据职责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移动互联

网应用程序信息内容的监督管理执法工作。 

 

    第四条 鼓励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各人民团体积极运用移动互联网应

用程序，推进政务公开，提供公共服务，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第五条 通过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提供信息服务，应当依法取得法律法规规定

的相关资质。从事互联网应用商店服务，还应当在业务上线运营三十日内向所在

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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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条 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提供者和互联网应用商店服务提供者不得利用

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扰乱社会秩序、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等法

律法规禁止的活动，不得利用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制作、复制、发布、传播法律

法规禁止的信息内容。 

 

    第七条 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提供者应当严格落实信息安全管理责任，依法履

行以下义务：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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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建立健全用户信息安全保护机制，收集、使用用户个人信息应当遵循

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明示收集使用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并经用户同

意。 

 

    （三）建立健全信息内容审核管理机制，对发布违法违规信息内容的，视情

采取警示、限制功能、暂停更新、关闭账号等处置措施，保存记录并向有关主管

部门报告。 

 

    （四）依法保障用户在安装或使用过程中的知情权和选择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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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捆绑安装无关应用程序。 

 

    （五）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不得制作、发布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应用程序。 

 

    （六）记录用户日志信息，并保存六十日。 

 

    第八条 互联网应用商店服务提供者应当对应用程序提供者履行以下管理责

任： 

 

    （一）对应用程序提供者进行真实性、安全性、合法性等审核，建立信用管

理制度，并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分类备案。 

 

    （二）督促应用程序提供者保护用户信息，完整提供应用程序获取和使用用

户信息的说明，并向用户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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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督促应用程序提供者发布合法信息内容，建立健全安全审核机制，配

备与服务规模相适应的专业人员。 

 

    （四）督促应用程序提供者发布合法应用程序，尊重和保护应用程序提供者

的知识产权。 

 

    对违反前款规定的应用程序提供者，视情采取警示、暂停发布、下架应用程

序等措施，保存记录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第九条 互联网应用商店服务提供者和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提供者应当签订

服务协议，明确双方权利义务，共同遵守法律法规和平台公约。 

 

    第十条 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提供者和互联网应用商店服务提供者应当配合

有关部门依法进行的监督检查，自觉接受社会监督，设置便捷的投诉举报入口，

及时处理公众投诉举报。 

 

    第十一条 本规定自 2016年 8月 1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