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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6/2021_2022__E7_BD_91_

E4_B8_8A_E8_89_B3_E7_c122_486334.htm 春节前，互联网上

流传香港艺人陈冠希与多名女艺人艳照，多名香港网民因此

被捕，罪名是“发布淫秽物品”。香港警务处刑事及保安处

处长李家超时表示，无论是发布此类照片，还是在互联网上

转载照片均属违法（２月３日《南方都市报》）。 按照香港

法律，发布、转载淫秽照片要受到处罚，如果没有上述行为

，仅仅下载、浏览照片，则没有法律上的风险。但内地情况

却不同，吉林省公安厅网警总队民警就提醒网民，那些艳照

连看都不要看，“只要认定是淫秽色情图片，尽量不要动，

浏览、复制、粘贴、下载、传播等行为都是违法的。”?２月

２日《新文化报》）也就是说，对内地网民来说，当你浏览

这些艳照的时候，法律上的不利后果正向你走来，而多数人

对此可能并不知晓。 吉林省公安厅的提醒，受到网民的质疑

甚至谩骂，但是，这样的提醒并非信口开河，而是有依据的

。１９９７年公安部发布的《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

保护管理办法》（俗称“公安部３３号令”），其中第五条

第六款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利用国际联网制作、复制

、查阅和传播淫秽信息，第二十条则对违反上述规定如何处

罚作出规定。仅仅“查阅”淫秽信息也会受到处罚，白纸黑

字写在“办法”里。２００４年，四川警方曾抓捕传唤两位

在家中浏览色情图片的居民，依据的就是３３号令。 采取措

施，避免淫秽、色情内容对社会风化的败坏，互联网给我们

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也赋予我们责任。从现实看，这些乌七



八糟的东西难以在短时间内销声匿迹，同它们作斗争，将是

长期的任务。如何斗争，则考验政府智慧，也事关公平。 色

情淫秽内容，是有人发才有人看，还是有人看才有人发，这

恐怕是一个和“先有蛋还是先有鸡”一样无解的问题。但二

者不可分割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就败坏社会风化而言，发

和看都是有“功劳”的。如果每一名网民趣味都足够高雅，

对那些乌七八糟的东西视而不见，一些人发布、传播这些玩

意，兴趣、劲头至少不会像现在这么大。所以，通过立法禁

止网民看这些东西，对于遏制网络色情，会有一定的效果。 

然而，有效并不意味着正当。是否处罚某一行为，首要的考

量因素不是处罚它是否有利于社会治理，而是它的社会危害

性是否达到需要用法律处罚的程度。按照这样的标准，对仅

仅浏览色情图片行为予以处罚，的确大可质疑。如果一个人

在家里看看色情图片，我们可以说他趣味不高，但他对社会

的危害在哪里呢？因为他看，因为很多和他一样趣味不够高

的人看，发布者劲头大增，网络色情因此猖獗，这或许是事

实，但这样的危害显然太过间接，作为处罚的依据不免牵强

。或许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世界各国都在打击网络色情，

但拿网民开刀的几乎没有。 ２００４年四川抓捕网民一事曾

引发强烈质疑。之后这几年，媒体没有过类似事件的报道。

两年前的王婷婷性爱录像，去年“史上最牛小秘书”的裸照

，稍微“资深”一点的网民，想必都或多或少地看过，也没

有谁因此受到处罚。就执法而言，３３号令的这方面规定，

几乎已“名存实亡”。现在吉林省公安厅“旧话重提”，倒

给我们提供了审视这方面规定是否有保留必要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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