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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為國立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博士生。 

壹、什麼是檢查制度？ 

國家對報章雜誌、影視、電台等的新

聞傳播媒介，進行檢查的制度，稱之為檢

查制度。新聞檢查的目的通常有以下幾

點：(一) 政治目的︰為維護現行政權和制

度；(二) 道德目的，為維護社會道德和良

善風俗；(三) 國家安全目的︰為確保國防

安全，防止國家機密的外泄，特別是軍事

機密。在戰爭期間，為了防止國家軍事機

密的泄漏，政府通常會對新聞，電訊等進

行嚴格的檢查。 

新聞檢查通常有預防制和追懲制兩

種。所謂預防制，又稱事先審查，指的

是，新聞必須經過檢查機關的批准後，才

可以向民眾傳播。追懲制，又稱為事後檢

查，指的是傳播前無須檢查，但事後若發

現有違法的行為，再追究其法律責任。 

現代各國為了避免新聞自由的濫用，

各國均對新聞檢查制度，訂定了不同程度

的規範，並透過法律來規定新聞檢查的方

式、程序、範圍和標準等，以避免新聞檢

查的武斷和隨意性。 

貳、新世代的傳播媒介——

網際網路 

網路的快速傳播與跨距離特性，使得

網路成為資訊流通的新媒介，但是近年

來，網路刊載的內容以及衍生的問題，漸

漸地影響到現實世界的秩序，因此，網路

內容的規範與管理，受到各國政府的重

視。目前世界各國對於網路內容的管理可

分為︰專法規範與道德勸說兩類。例如，

新加坡、德國、澳洲與中國，針對網路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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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的刊載，是以專門的法律來管制（註

一）；有些國家則是採取尊重網路使用者

的分級制，並敦促業者自律規範，而不介

入網路內容的管制。 

網路的特性，使得資訊能夠快速累

積，許多人也願意在網路上提供各式的資

訊，這造就了網路使用者，得以輕易地在

網路上搜尋到需要的資訊。換句話說，網

路上的資訊是由眾多的使用者所參與、所

建構出來龐大資料庫，不全然是由官方或

政府所規劃建構的。因此，對於網路內容

的適恰與否，是否該由政府機關來判斷、

檢查，還是該把內容選擇的權利，交還給

網路使用者，讓他們依循網路資訊自由的

特質，讓資訊得以有更多的創新與累積，

這一直是爭議不休的焦點。其次，近年

來，許多國家大多著重於網路基礎建設，

然而，基礎建設漸趨完善之後，隨之而來

的許多網路偏差行為與社會問題，這些都

是網路研發者與從業人員所始料未及的。

這不僅顯示出，除了資訊技術之外，提昇

使用者的資訊素養，也是一個重要的課

題，更使得自由與管制之間的爭議更加熱

烈。網路刊載的內容，究竟該是自由開

放，亦或該加以控管檢查，兩造始終爭議

不休。 

、政府管制網際網路的立場 

網際網路的檢查，是一種對網際網路

的內容進行審查的制度。網際網路作為一

種新興資訊載體，有別於傳統的出版發

行，不需經過編審程序，就可以直接進入

民眾之中，內容中的違法部分或者不適宜

於青少年的部分，往往造成許多負面影

響。各國和地區的網路管理機構紛紛制定

和施行相關法律，以管理違法內容和不道

德內容在網路傳播，這就是網路檢查。 

根據內容的不同，網路的審查和新聞

檢查一樣，通常有以下幾種類型：(一) 國

家安全︰為了保護國家的安全，各國政府

都會避免讓有害國家安全的文件，流傳到

網際網路之中；(二) 科學技術︰各國的研

究機構都希望保護自己的智慧財產權，不

讓科學研究資料隨意被流傳到網際網路

上。甚至有人認為，製造核子武器方法的

相關資料早已流傳在網際網路上；(三)︰

違法網站︰在某些國家，例如賭博，是違

法的。但是，賭博集團會藉由網際網路和

電子銀行，透過設在其他國家的賭博公

司，進行跨國性的賭博行為。有的時候，

還有其他如洗錢等犯罪行為會伴隨發生；

(四) 不道德網站︰有一些網站會教授人們

如何自殺，甚至在網際網路上相約集體自

殺等。 

肆、中國網路檢查的概況 

（註二） 

中國政府一向視媒體為「意識型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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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機器」，從報紙、廣播到電視，都由

國家嚴密管控，鑑於網際網路有許多傳統

媒體所不及的特性，中國政府透過技術控

管的方式，管理人民連外和國外連入中國

的訊息內容。在 1996年 2月與 4月，分別

發佈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計算機信息網絡

國際聯網管理暫行規定」與「計算機信息

網絡國際聯網出入口通道管理辦法」，其

中個人、法人和其他組織（通稱用戶），

若要使用國際網路，必需到相關單位辦理

申請登記（註三），此外，其餘需要連到

國際聯網的用戶，必須使用郵電部國家公

用電信網所提供的通道，任何單位或個人

不得自行建立或使用其他通道進行國際聯

網（註四）。 

2000 年 10 月則進一步對於網路服務

內容的法案「戶連網信息服務管理辦法」

與「互連網電子公告服務管理辦法」其中

明訂欲從事資訊服務，需向主管機關申

請，核准後方能實行經營性資訊服務，而

非經營性資訊服務則也需要備案後方能實

行（註五）。對於電子公告（BBS）部分

亦規定：未經專項批准或專項備案手續，

任何單位或個人不得擅自開展電子公告服

務（註六）。 

2000 年 11 月 7 日更對網路新聞的管

制發佈了「互連網站從事登載新聞業務暫

行規定」，為全球第一個針對網路上登載

新聞業務加以規範的國家法令。尤其以第

五條規定：只有中央新聞單位、中央國家

機關各部門新聞單位，以及省、自治區、

直轄市，和省、自治區人民政府所在地的

市，這些政府層級機關所隸屬新聞單位之

依法建立的互連網站（稱新聞網站），才

能經批准後從事登載新聞業務。低於上述

層級的政府機構所隸屬之新聞單位，不得

單獨經營新聞網站，只能在上述新聞網站

中建立「新聞網頁」，不得登載自行採寫

的新聞和其他來源的新聞。 

中國當局對於網際網路管制，在電腦

相關軟硬體方面，主要是設置網路防火

牆、網路自動監控系統、網路伺服監控器

或是建構關鍵詞庫進行過濾等方式。但

是，在執行層面上，不論是技術與能力等

方面，有心者總是會想盡辦法規避。其

實，類似的難題，也發生在其他的國家

裡，例如：德國、新加坡、澳洲以及中東

等的國家，基於社會治安、網路犯罪與色

情、政治等因素，藉由法令等相關政府公

權力之管制作為，儘管在網路上設下重重

限制，但總是事倍而功半。 

伍、結語 

透過中國政府的網路檢查法規，我們

可以約略地瞭解到中國網路檢查的概況。

其次，中國的網路檢查制度之下也產生了

許多的特殊有趣的現象。例如，許多網路

使用者，為了避開政府網路過濾系統的偵

察，甚至想出了一些對策，比如拆字法，

同音異字替代法，符號插入法等等，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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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中國網路上特有的人文景觀。例如，某

位網友創造了一句在網路上廣為流傳的說

詞，「不矢口什么日寸候，俺口斤言兑言

仑土云上有过滤白勺言兑法，于是，俺学

会了拆字。」其實，檢查制度早在人類社

會行之有年，歷代都不同程度的檢查制

度，從中也可以看出檢查者與被檢查者之

間的精彩鬥法，諸如夾壁藏書、臂藏楞嚴

等；在西方國家則發展出新聞自由的革

命。其中，最值得我們思考的是，蘊含在

檢查制度裡的核心問題，究竟該不該將所

有的資訊開放給民眾？使用者對各種資訊

的讀取或流通是否應該加以限制？若需要

檢查或管制，管制限度如何界定？不管是

開放或管制，其合理性應能給出良好的說

明？這些都是網路倫理與檢查制度裡的熱

門議題，值得大家不斷地深思與探究。 

註釋： 

註一：范傑臣先生在〈從多國網路內容管

制政策談台灣網路規範努力方向〉

一文裡，彙整了各國對於網路內容

的管理政策與優缺點(見附錄一、

二)，並深入頗析網際網路的特性，

相當具有參考價值，本文對網路特

性的描述亦參考自此文。見 范傑

臣，〈從多國網路內容管制政策談

台灣網路規範努力方向〉，《資訊

社會研究》(2)，嘉義︰南華大學社

會學研究所， 2002 年，頁 205-

223。 

註二：本節主要整理自 范傑臣，〈從多國

網路內容管制政策談台灣網路規範

努力方向〉，《資訊社會研究》，

頁 210-211。 

註三：〈計算機信息網絡國際聯網管理暫

行規定〉，第十條。 

註四：同上註法規，第六條；〈計算機信

息網絡國際聯網出入口管理辦

法〉，第二條。 

註五：〈互連網信息服務管理辦法〉，第

四條。 

註六：〈互連網電子公告服務管理規

定〉，第七條、第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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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表 1 各國家及組織對網路內容之規範 

政府介入網路內

容管制的程度 
國 家 網路內容規定／法令／技術研發 

新 加 坡 1. 網路管理辦法 

2. 網路行為準則 

德  國 

澳  洲 

資訊與通訊服務法 

1.1996 檢查法案 

1.傳播服務（網路服務）法案 
訂立網路 

專法管制 中國大陸 1. 中華人民共和國計算機信息網路國際聯網管理暫行

規定 

2. 計算機信息網路國際聯網出入口通道管理辦法 

3. 戶連網信息服務管理辦法 

4. 互連網電子公告服務管理辦法 

5. 互連網站從事登載新聞業務暫行規定 

英  國 

 

加 拿 大 

1. 現行法規：刑法、猥褻物出版法、公共秩序法 

2. 安全網路：分級、檢舉、責任（R3 Safety-Net） 

1. 現行法律適用：人權法、刑法 

2. 政府輔導業者自律，網路業界行為守則 

香  港 規管淫褻及不雅資訊業務指引 

日  本 1. 現行法規：以刑法為主。 

2. 業者自律與開發過濾晶片 

適用現行法律 

台  灣 1. 現行法律：刑法、民法、兒童及青少年性交易防法

條例 

2. 將採用分級制度對網路內容做規範 

主張業者自律 

美  國 1. 通訊內容端正法 CDA（宣告違憲） 

2. 兒童線上保護法 CDAII 

3. 網路免稅法（地方政府不符，抗告中） 

4. 透過分級技術開發與業者自律 

資料來源︰范傑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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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表 2 各種網路內容管理一覽表 

 優點／主要功能 缺點／主要限制 適用情況 

制定網路專法

1. 便於政府管理與控

制 

2. 政策規劃與推行的

便利 

1. 限制網路使用行

為 

2. 網路發展緩慢 

3. 增加社會成本 

1. 強而有力的政府 

2. 資訊政策規劃良

好之國家或區域 

 

 

適用現行法律

 

 

 

 

 

 

強調業者自律

1. 免除訂定網路專法

的繁瑣立法過程 

2. 政府將來對網路管

理所採取的立場保

有彈性 

 

 

1. 保全網路發展以來

的自由本質 

2. 有利於網路迅速發

展 

1. 對於網路特殊行

為，恐有現行法

律無法規範的部

分 

2. 政府介入管理時

機曖昧不明，權

限化份不清 

1. 政府管理不易 

2. 網路糾紛的處理

不易 

3. 有侵害現實社會

秩序之虞 

1. 現行法律得以解

釋並規範網路內

容 

2. 需配合輔導業者

自律方案，方能

達到效果 

 

1. 民間組織有很強

的自主意識 

2. 網路業者有效的

規範與罰則 

3. 對網路本質的認

知與態度 

網路分級制度

1. 保護未成年使 用

者，避免接觸不當

資訊 

2. 便於政府、機關、

家長等對網路內容

做規範與管理 

1. 在分級的標準制

定上，依照各國

習慣與法律規定

有所不同 

2. 是否為強制性的

規定，仍待評估 

1. 對網路內容欲管

理，卻擔心太過

的介入會阻礙網

路發展 

2. 需由政府、教育

單位、家長、業

者等發方配合實

行 

資料來源︰范傑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