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公共互联网网络安全威胁

监测与处置办法》的通知 
 

工信部网安[2017]202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通信管理局，中国电信集团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中国联合网络

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国家计算机网络应急技术处理协调中心、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国家工业信息安

全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互联网协会，域名注册管理和服务机构、互联网企业、网络安全企业：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安全的重要讲话精神，积极应对严峻复杂的网络安全形势，进

一步健全公共互联网网络安全威胁监测与处置机制，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制定《公共互联网网络安全威胁监测与处置办法》。现

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切实抓好贯彻落实。 

  

工业和信息化部 

2017 年 8 月 9 日 

  

公共互联网网络安全威胁监测与处置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和规范公共互联网网络安全威胁监测与处置工作，消除安全隐患，制止攻击行为，

避免危害发生，降低安全风险，维护网络秩序和公共利益，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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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工业和信息化部职责，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公共互联网网络安全威胁是指公共互联网上存在或传播的、可能或已经对公众

造成危害的网络资源、恶意程序、安全隐患或安全事件，包括： 

（一）被用于实施网络攻击的恶意 IP 地址、恶意域名、恶意 URL、恶意电子信息，包括木马和僵

尸网络控制端，钓鱼网站，钓鱼电子邮件、短信/彩信、即时通信等； 

（二）被用于实施网络攻击的恶意程序，包括木马、病毒、僵尸程序、移动恶意程序等； 

（三）网络服务和产品中存在的安全隐患，包括硬件漏洞、代码漏洞、业务逻辑漏洞、弱口令、后

门等； 

（四）网络服务和产品已被非法入侵、非法控制的网络安全事件，包括主机受控、数据泄露、网页

篡改等； 

（五）其他威胁网络安全或存在安全隐患的情形。 

第三条 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组织开展全国公共互联网网络安全威胁监测与处置工作。各省、自

治区、直辖市通信管理局负责组织开展本行政区域内公共互联网网络安全威胁监测与处置工作。工业

和信息化部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通信管理局以下统称为电信主管部门。 

第四条 网络安全威胁监测与处置工作坚持及时发现、科学认定、有效处置的原则。 



第五条 相关专业机构、基础电信企业、网络安全企业、互联网企业、域名注册管理和服务机构

等应当加强网络安全威胁监测与处置工作，明确责任部门、责任人和联系人，加强相关技术手段建设，

不断提高网络安全威胁监测与处置的及时性、准确性和有效性。 

第六条 相关专业机构、基础电信企业、网络安全企业、互联网企业、域名注册管理和服务机构

等监测发现网络安全威胁后，属于本单位自身问题的，应当立即进行处置，涉及其他主体的，应当及

时将有关信息按照规定的内容要素和格式提交至工业和信息化部和相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通信管理

局。 

    工业和信息化部建立网络安全威胁信息共享平台，统一汇集、存储、分析、通报、发布网络安全

威胁信息；制定相关接口规范，与相关单位网络安全监测平台实现对接。国家计算机网络应急技术处

理协调中心负责平台建设和运行维护工作。 

第七条 电信主管部门委托国家计算机网络应急技术处理协调中心、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等专业

机构对相关单位提交的网络安全威胁信息进行认定，并提出处置建议。认定工作应当坚持科学严谨、

公平公正、及时高效的原则。电信主管部门对参与认定工作的专业机构和人员加强管理与培训。 

第八条 电信主管部门对专业机构的认定和处置意见进行审查后，可以对网络安全威胁采取以下

一项或多项处置措施： 

（一）通知基础电信企业、互联网企业、域名注册管理和服务机构等，由其对恶意 IP 地址（或

宽带接入账号）、恶意域名、恶意 URL、恶意电子邮件账号或恶意手机号码等，采取停止服务或屏蔽

等措施。 

（二）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由其清除本单位网络、系统或网站中存在的可能传播扩散的恶意程

序。 

（三）通知存在漏洞、后门或已经被非法入侵、控制、篡改的网络服务和产品的提供者，由其采

取整改措施，消除安全隐患；对涉及党政机关和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同时通报其上级主管单位和网

信部门。 

（四）其他可以消除、制止或控制网络安全威胁的技术措施。 

电信主管部门的处置通知应当通过书面或可验证来源的电子方式等形式送达相关单位，紧急情况

下，可先电话通知，后补书面通知。 

    第九条 基础电信企业、互联网企业、域名注册管理和服务机构等应当为电信主管部门依法查询

IP 地址归属、域名注册等信息提供技术支持和协助，并按照电信主管部门的通知和时限要求采取相

应处置措施，反馈处置结果。负责网络安全威胁认定的专业机构应当对相关处置情况进行验证。 

第十条 相关组织或个人对按照本办法第八条第（一）款采取的处置措施不服的，有权在 10 个工

作日内向做出处置决定的电信主管部门进行申诉。相关电信主管部门接到申诉后应当及时组织核查，

并在 30 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 

    第十一条 鼓励相关单位以行业自律或技术合作、技术服务等形式开展网络安全威胁监测与处置

工作，并对处置行为负责，监测与处置结果应当及时报送电信主管部门。 

    第十二条 基础电信企业、互联网企业、域名注册管理和服务机构等未按照电信主管部门通知要

求采取网络安全威胁处置措施的，由电信主管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第五十六条、

第五十九条、第六十条、第六十八条等规定进行约谈或给予警告、罚款等行政处罚。 

  



第十三条 造成或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或影响的公共互联网网络安全突发事件的监测与处置工

作，按照国家和电信主管部门有关应急预案执行。 

第十四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通信管理局可参照本办法制定本行政区域网络安全威胁监测与

处置办法实施细则。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2009 年 4月 13 日印发的《木马和僵尸网络监测与

处置机制》和 2011 年 12 月 9 日印发的《移动互联网恶意程序监测与处置机制》同时废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