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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宗教事务局相关负责人就《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管

理办法》答记者问 

   

  为规范互联网宗教事务管理，落实《宗教事务条例》相关规定，国

家宗教事务局、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和

国家安全部五部门近日公布了《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以

下简称《办法》）。日前，国家宗教事务局相关负责人就《办法》相

关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一、《办法》出台的背景是什么？ 

  答：近年来，涉宗教内容的互联网站、应用程序、论坛、博客、

微博客、公众账号、即时通信工具、网络直播等纷纷涌现，出现了一

些值得注意的突出问题，主要表现在：有的组织和个人在网上开设虚

拟的宗教活动场所、宗教院校，从事宗教活动，开展宗教教育，扰乱

和冲击正常宗教事务管理秩序；有的打着宗教旗号，在网上从事各种

形式的非法募捐和封建迷信等活动，损害群众身心健康和财产安全；

有的在网上发表违背党的宗教政策的言论，或煽动宗教狂热，或污蔑

攻击宗教，或挑起宗教间矛盾，影响宗教领域正常秩序和社会和谐稳

定；有的在网上宣扬宗教极端思想和分裂主义思想，鼓动和策划暴力

恐怖活动，破坏我国民族团结和政治安定，危害国家安全。 

  网络空间不是“宗教活动特区”，也不是“宗教舆论飞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等对包

括涉宗教的互联网相关事项作了规定，《宗教事务条例》对从事互联

网宗教信息服务作了原则规定，并设立了行政许可事项。为落实上述

法律法规，需要通过制定《办法》对相关管理措施进行细化，对互联

网宗教信息服务许可的条件、权限、程序和时限等作出具体规定，对

有关部门的管理职责予以明确。 



  12 月 3 日至 4 日，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要加

强互联网宗教事务管理。制定《办法》，是贯彻落实全国宗教工作会

议精神的重要举措，是确保我国网络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的迫切需

要，是提升宗教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必然要求。 

  二、制定《办法》的法律依据是什么？ 

  答：《办法》的法律依据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

《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宗教事务条例》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第八条规定：“国家网信部门负

责统筹协调网络安全工作和相关监督管理工作。国务院电信主管部

门、公安部门和其他有关机关依照本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

定，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网络安全保护和监督管理工作。” 

  《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第五条规定：“从事新闻、出版、

教育、医疗保健、药品和医疗器械等互联网信息服务，依照法律、行

政法规以及国家有关规定须经有关主管部门审核同意的，在申请经营

许可或者履行备案手续前，应当依法经有关主管部门审核同意。” 

  《宗教事务条例》第四十七条规定：“从事互联网宗教信息服

务，应当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审核同意后，按照国家互

联网信息服务管理有关规定办理。” 

  三、《办法》主要包括哪些内容？ 

  答：《办法》全文共 5 章 36 条，分为总则、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

许可、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管理、法律责任及附则。 

  《办法》明确从事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应当向所在地省级以上

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提出申请，并对许可条件、申请材料、使用名

称、办理时限等作了规定。 

  《办法》规定互联网宗教信息不得含有的内容；对宗教界开展网

上讲经讲道、宗教教育培训的主体、途径、方式、内容、参加人员等

予以规范，除此之外，其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在互联网上传教，

不得开展宗教教育培训、组织开展宗教活动、以宗教名义开展募捐、

直播或者录播宗教仪式、发布讲经讲道内容或者转发、链接相关内

容。 



  《办法》要求取得互联网宗教信息许可证的平台，应当与平台注

册用户签订协议，核验注册用户真实身份信息；未取得许可证的平

台，不得为用户提供互联网宗教信息发布服务。 

  《办法》明确了国家宗教事务局、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工业

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国家安全部的监管职责，并规范了相关行政行

为。 

  四、《办法》对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范围是怎么界定的？对从事

这项服务的条件又是怎么规定的？ 

  答：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包括互联网宗教信息发布服务、转载

服务、传播平台服务以及其他与互联网宗教信息相关的服务。通过互

联网站、应用程序、论坛、博客、微博客、公众账号、即时通信工

具、网络直播等形式，以文字、图片、音视频等方式向社会公众提供

宗教教义教规、宗教知识、宗教文化、宗教活动等信息的服务，这些

都属于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许可范围。 

  从事这项服务，需要具备下列条件：1.申请人是在中华人民共和

国境内依法设立的法人组织或者非法人组织，其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

负责人是具有中国国籍的内地居民；2.有熟悉国家宗教政策法规和相

关宗教知识的信息审核人员；3.有健全的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管理制

度；4.有健全的信息安全管理制度和安全可控的技术保障措施；5.有

与服务相匹配的场所、设施和资金；6.申请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或者主

要负责人近 3 年内无犯罪记录、无违反国家宗教事务管理有关规定的

行为。此外，《办法》明确规定，境外组织或者个人及其在境内成立

的组织不得在境内从事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 

  五、个人发布互联网宗教信息，需要申请《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

许可证》吗？ 

  答：《办法》规定从事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的申请人应当为在中

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的法人组织或者非法人组织。个人用户可

以在获得了《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许可证》的平台上发布互联网宗教

信息。《办法》要求从事互联网宗教信息传播平台服务的主体，应当

加强平台注册用户管理，通过与用户签订协议的方式，规范和约束个

人发布互联网宗教信息的行为。未取得许可证的互联网信息传播平

台，不得为用户提供互联网宗教信息发布服务。 

  六、《办法》对在互联网开展讲经讲道有哪些要求？ 



  答：主要有以下规定：第一是主体，《办法》明确，必须是取得

《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许可证》的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和寺观教堂；

第二是平台，必须是且仅限于通过其依法自建的互联网站、应用程

序、论坛等；其三是人员，只有宗教教职人员、宗教院校教师才可以

讲经讲道；其四是内容，要阐释教义教规中有利于社会和谐、时代进

步、健康文明的内容，要引导信教公民爱国守法。其五是管理，要求

参与讲经讲道的人员实行实名管理。这些规定既赋予了合法宗教团

体、院校、寺观教堂以及宗教教职人员，在互联网上开展讲经讲道的

权利，又有效防范非法宗教组织和个人在互联网上拉拢信徒，进行非

法活动。 

  七、《办法》对开展宗教教育培训有什么规定？ 

  答：宗教院校是培养爱国宗教后备人才、培训在职宗教教职人员

的重要基地，宗教院校可以根据办学实际需要，按照国家互联网信息

服务管理有关规定开展互联网宗教教育培训。同时，《办法》对宗教

院校在互联网上开展宗教教育培训的主体、平台、对象等作出规范。

主体只能是取得《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许可证》的宗教院校；平台仅

限于通过其依法自建的专用互联网站、应用程序、论坛等，对外须使

用虚拟专用网络连接；参加教育培训的人员只能是宗教院校学生、宗

教教职人员，并且要进行身份验证。这一规定，既体现了对宗教传统

教育的尊重，也体现了对宗教事务依法管理的与时俱进。 

  八、《办法》公布后，下一步还有哪些举措？ 

  答：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管理涉及部门多，职责具体。下一步，

国家宗教事务局、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

和国家安全部将按照职责分工，密切配合，通力合作，确保《办法》

落实到位。一要认真组织学习。充分认识制定《办法》的重要意义、

基本原则、主要制度，准确把握《办法》的精神实质和工作要求。二

要大力开展培训。加强对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和互联网相关从业人员的

培训。培训工作要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要让《办法》立足网

络、深入人心。三要加强指导推进。通过实施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主

体许可，强化政府主管部门监管职责，开展监督检查等多种措施，全

面推动《办法》贯彻实施，切实解决互联网宗教突出问题，依法加强

互联网宗教事务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