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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极大地改变了我们的生
活，同时也带来了不小的挑战。在网
络空间，如何借助科技的力量，营造法
治化营商网络环境？8月29日，2024年
中国网络文明大会网络执法推动优化
营商环境分论坛在成都举行。论坛聚
焦“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
营商环境”“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

“加强网络空间法治建设”“依法治理
涉企侵权信息”等主题，共享网络执法
经验做法、共谋优化营商环境思路举
措，为高质量发展营造清朗生态、凝聚
智慧力量。

新技术给企业带来困扰

网络日益成为企业发展、品牌建设
的关键阵地，但涉企侵权信息乱象时有
发生。论坛上，不少企业代表谈到了新
技术带来的困扰。

新希望集团品牌总经理王子约
谈到了AI拼接谣言给企业带来的困
扰——一个刚注册的账号，用AI拼接了
一条假新闻，在自媒体上快速传播。然
而，在辟谣过程中，还遇到了要证明

“我是我”的难题。“好在网信部门及时
介入，帮我们很快处理了这个难题。”
他说。

其他企业也有类似的困扰。蜀道
集团党委宣传部部长任小康讲述了外
地高速公路发生事故，而蜀道集团“躺
枪”的经历。“当前，AI技术越来越火爆，
有时候企业一个很小的信息，被有些自
媒体账号利用AI很快发出一些小作文，

都是标题党，博眼球，吸引流量。”他说。
面对新技术带来的新挑战，企业也

期待着用新技术来应对。
“虽然我们是一个农牧企业，但真

实感受到数字化和AI在整个产业链里
的作用。现在，互联网在AI和数字化的
应用上已非常超前，相对应的是，我们
的监管、处理可能需要更往前走一步。”
王子约说。

任小康也有同样的期待，“对于AI
运用，我觉得要加大审核力度，希望平
台在这方面有一些举措。”

司法领域已有了探索

新技术的发展和规范之间如何平

衡？其实，在营造法治化网络营商环境
中，司法领域已有了探索。

论坛上，北京互联网法院党组书
记、院长姜颖表示，全国首例“AI文生
图著作权”案明确了人工智能生成图
片的“作品”属性和AI使用者的“创作
者”身份，强化人在人工智能发展中的
主导地位，激励AI使用者利用AI工具
进行创作的热情。在“AI生成声音人
格权”案中，认定自然人声音权益保护
范围可及于AI生成声音，亮明了兼顾
保护人格权益与引导技术向善的司法
态度。“AI换脸”案中明确，未经授权对
他人视频进行“AI换脸”处理，构成对
个人信息权益的侵害，为深度合成技

术应用提供行为指引。
“在审判过程中，我们始终坚持利

益平衡，既保护产业创新和市场主体活
力，又及时明确各方主体的权利义务边
界，推动新业态、新技术在法治轨道上
蓬勃发展。”姜颖说。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论坛上，多个企业代表提到，正是
得益于良好的营商环境，得益于网络技
术的发展，企业才有了长足的发展。

“从企业的角度来看，网络是数字
化转型的基础，网络空间法治建设是
数字化转型的保障。”四川长虹电子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柳
江说。

如今，网络日益成为企业发展、品
牌建设的关键阵地，但涉企侵权信息乱
象也时有发生。

“作为一家平台型企业，对各类涉
企侵权行为的危害感同身受。”抖音集
团副总裁、总编辑张辅评表示，只有良
好的营商网络环境，才能让企业家对未
来充满信心，才能让企业安心搞经营、
放心谋发展。

营商网络环境法治建设，同样离不
开企业的积极参与和责任担当。论坛
上，四川省网络治理研究中心、重庆市
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联合
川渝两地多家企业，签订营商网络环境
共同责任协议。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吴冰
清 杨涛摄影报道

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
鉴，因互鉴而发展。而网络，又给文明
的交流增添了更多色彩。

8 月 29 日，在 2024 年中国网络文
明大会网络文明国际交流互鉴分论
坛上，与会嘉宾、现场观众被一身优
雅汉服、一口流利中文的“洋面孔”吸
引——来自俄罗斯的留学生丽娜分享
了她因网络了解中国文化、传播中国文
化的故事。

喜爱中国文学
她对林黛玉有不一样的解读

在俄罗斯上大学时，丽娜便爱上了
中国文学。“当时，我读了英文版的《红
楼梦》，这是迄今为止我最喜爱的中国
文学之一。”她说。

丽娜喜欢林黛玉。“初识林黛玉，
我觉得她很柔弱，容易感伤。”丽娜
说，来到中国后她发现，除书籍外，还
有很多方式帮她理解文学作品。“社
交媒体上有对中国文学作品的视频
化显示和展示。”这让她从多个角度
去领悟林黛玉。

如今，丽娜已在中国生活了7年，
她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更加深入，对林黛
玉也有了不一样的理解：“林黛玉并不
是随波逐流的水，而是独立、追求自我
的勇敢女性。”

丽娜说，融媒体的传播方式下，文

化交流更加频繁。在俄罗斯社交网站
上，有很多中国小说，“在文学翻译平台
上，数量最多和最受欢迎的是中国小
说。”通过文学作品，丽娜了解到一些新
时代中国女性形象，“她们坚毅、果敢、
善良、独立、自强，我很欣赏。”

走进网络
她用网络展现更加立体的中国

在丽娜看来，文化似一条多彩的纽
带，让民心相通，“特别是在互联网的影
响下，不同国家的文化交流变得前所未
有的便捷。”

丽娜也想做些什么。作为华侨大
学的一名留学生，在学校，她加入了“海
外新声代”视频工作室，拍摄厦门当地
的风土人情、中国的传统文化，把中国
介绍给海外友人。

“除了厦门，我还去了江西景德镇、
云南红河等地。”丽娜说，网络让她认识
中国、了解中国，现在，她也在通过视
频，让更多人了解更加生动立体、充满
活力的中国，而在这个过程中，她也更
爱中国了。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吴冰清
摄影报道

丽娜在分享她眼中的林黛玉。

2024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网络执法推动优化营商环境分论坛在蓉举行

川渝两地签订营商网络环境共同责任协议

穿汉服的俄罗斯留学生丽娜：

网络是一条多彩的纽带
我想用它展现生动立体的中国

《中国网络诚信发展报告
2024》发布

网民诚信认知提升
新华社成都8月29日电 2024

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网络诚信分
论坛29日发布《中国网络诚信发展
报告2024》显示，我国网民诚信认
知提升，网络诚信建设成效进一步
凸显，守法尊德、守信互信成为社
会共识。

报告由中国网络社会组织联
合会组织编写，系统阐述2023年我
国网络诚信建设总体情况。报告
指出，75.98%的网民认为2023年
网络诚信状况得到改善，较2022年
提升2.98个百分点。

报告全面梳理、系统总结网
络强国战略目标提出10周年来，
我国网络诚信建设总体发展状
况。首次面向社会征集2023年网
络诚信建设工作案例，展现多元
主体参与网络诚信建设的经验成
果和鲜活实践。以专题形式积极
回应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电商诚
信、生成式人工智能影响等社会
关注热点。

报告认为，2023年我国网络诚
信建设宏观指导更加有力，网络诚
信政策法规进一步完善；综合治理
更加精准，网络诚信工作合力进一
步释放；宣传引导更加丰富，网络
诚信示范引领进一步增强；社会参
与更加积极，网络诚信主体责任进
一步落实。

8月29日，2024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网络执法推动优化营商环境分论坛上，川
渝两地签订营商网络环境共同责任协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