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即时通信工具公众信息服务发展管理暂行规定 

 

    第一条 为进一步推动即时通信工具公众信息服务健康有序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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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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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等法律法

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即时通信工具公众信息服务，适用本规定。 

    本规定所称即时通信工具，是指基于互联网面向终端使用者提供即时信息交流服务

的应用。本规定所称公众信息服务，是指通过即时通信工具的公众账号及其他形式向公众发

布信息的活动。 

    第三条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负责统筹协调指导即时通信工具公众信息服务发

展管理工作，省级互联网信息内容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的相关工作。 

    互联网行业组织应当积极发挥作用，加强行业自律，推动行业信用评价体系建设，

促进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第四条 即时通信工具服务提供者应当取得法律法规规定的相关资质。即时通信工

具服务提供者从事公众信息服务活动，应当取得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资质。 

    第五条 即时通信工具服务提供者应当落实安全管理责任，建立健全各项制度，配

备与服务规模相适应的专业人员，保护用户信息及公民个人隐私，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及时

处理公众举报的违法和不良信息。 

    第六条 即时通信工具服务提供者应当按照“后台实名、前台自愿”的原则，要求

即时通信工具服务使用者通过真实身份信息认证后注册账号。 

    即时通信工具服务使用者注册账号时，应当与即时通信工具服务提供者签订协议，

承诺遵守法律法规、社会主义制度、国家利益、公民合法权益、公共秩序、社会道德风尚和

信息真实性等“七条底线”。 

    第七条 即时通信工具服务使用者为从事公众信息服务活动开设公众账号，应当经

即时通信工具服务提供者审核，由即时通信工具服务提供者向互联网信息内容主管部门分类

备案。 



    新闻单位、新闻网站开设的公众账号可以发布、转载时政类新闻，取得互联网新闻

信息服务资质的非新闻单位开设的公众账号可以转载时政类新闻。其他公众账号未经批准不

得发布、转载时政类新闻。 

    即时通信工具服务提供者应当对可以发布或转载时政类新闻的公众账号加注标识。 

    鼓励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各人民团体开设公众账号，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满足公众需求。 

    第八条 即时通信工具服务使用者从事公众信息服务活动，应当遵守相关法律法规。 

    对违反协议约定的即时通信工具服务使用者，即时通信工具服务提供者应当视情节

采取警示、限制发布、暂停更新直至关闭账号等措施，并保存有关记录，履行向有关主管部

门报告义务。 

    第九条 对违反本规定的行为，由有关部门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处理。 

    第十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