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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 55：

“数字时代网络暴力信息的风险治理路径”

比赛方案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一、组织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二、题目名称

数字时代网络暴力信息的风险治理路径

三、题目介绍

伴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创新、个人信息保护的重要性等社

会经济技术基础和要素发生变化，近年来网络暴力致人自杀、

伤亡等恶性事件愈发频繁，网络暴力信息治理也愈发迫切。网

络暴力是一种群体情绪激化行为，往往与网络谣言、网络诈骗、

个人信息泄露、“开盒挂人”等违法违规行为密切相关。同时，

由于网络水军等网络黑灰产的推波助澜，网络暴力已经严重影

响整个网络信息内容生态体系的安全性和稳定性。虽然我国已

相继出台《关于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指导意见》《关于

切实加强网络暴力治理的通知》等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但是

由于违法成本低、维权成本高、施暴者身份难以确定、法律威

慑力不足等因素，网络暴力信息的治理实效有所欠缺。因此，

网络暴力信息的治理不能仅依靠立法，需要更加多元化的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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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实现体系性的风险预防和控制。

请以下列要点为主要内容，针对数字时代网络暴力信息的

风险治理问题，创新研究方法、研究思路、研究模式，开展规

范、系统、可落地、可操作的具体方案研究：

1. 研究网络暴力信息的呈现方式、认定标准、具体类型等；

2. 研究网络暴力信息的形成原因、产生机理、演变过程、

影响因素、重点关键环节等；

3. 研究特殊主体在网络暴力信息传播中的识别预判、角色

定位、作用影响等；

4. 研究网络平台在网络暴力信息治理中的责任内容、功能

作用、义务边界、创新工具等；

5. 研究网络暴力信息治理的具体路径和实施方案等。

四、参赛对象

2024 年 6 月 1 日以前正式注册的全日制非成人教育的各类

高等院校在校专科生、本科生、硕士研究生（不含在职研究生）

均可申报作品参赛，以个人或团队形式参赛均可，每个团队不

超过 10 人（含作品申报者），每件作品可由不超过 3 名教师指

导完成。可以跨专业、跨校、跨地域组队。

本校硕博连读生（直博生）若在 2024 年 6 月 1 日以前未通

过博士资格考试的，可以按研究生学历申报作品。没有实行资

格考试制度的学校，前两年可以按硕士学历申报作品。本硕博

连读生，按照四年、两年分别对应本、硕申报，后续则不可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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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

毕业设计和课程设计（论文）、学年论文和学位论文、国际

竞赛中获奖的作品、获国家级奖励成果（含本竞赛主办单位参

与举办的其他全国性竞赛的获奖作品）等均不在申报范围之列。

每件作品仅可由 1 所高校推报，高校在推报前要对参赛团

队成员及作品进行相关资格审查。

每所学校选送参加专项赛的作品数量不设限制，但同一作

品不得同时参加第十九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

作品竞赛主体赛事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哲学社会科学类调查

报告、科技发明制作作品评比。

五、答题要求

参赛者应聚焦“数字时代网络暴力信息的风险治理路径”

这一主题，展开调研工作、理论分析和成果撰写。根据选题情

况作品主要涵盖以下要求：

1. 形成数字时代网络暴力信息的风险治理路径研究报告；

2. 研究报告应当包含国内外相关文献，总结网络暴力信息

的主要类型，梳理国内外网络暴力信息治理相关法律法规和典

型案例；

3. 研究报告应当结合数学建模、人工智能技术等交叉学科

方法进行量化分析，综合运用不同学科范式；

4. 根据大赛整体时间安排，2024 年 8 月 5 日前，各参赛团

队提交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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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作品评选标准

1. 基本要求

（1）研究报告字数不少于 2 万字，正文重复率不高于 30%；

（2）作品结构完整、论述完整，符合学术规范要求，数据

真实准确，语言流畅，逻辑清晰；

（3）作品内容涵盖题目所列举的要点，作品思路合理，贴

近客观现实情况，能够回应治理实践的需要，符合答题要求。

2. 优选要求

（1）运用网络科学、数据科学、法学、经济学、公共管理、

新闻传播学等不同学科的研究范式，开展具有创新性的交叉学

科研究；

（2）实地走访或调研平台企业、政府部门等，能够在作品

中呈现调研内容，并结合题目进行深入分析；

（3）作品内容具有独创性、创新性，鼓励以附件形式提交

阶段性成果或研究资料，包括但不限于案例梳理、文献综述、

调查问卷、调研记录、基础数据等；

（4）提出具有针对性、可行性的治理建议，能够在实践中

落地转化。

七、作品提交时间

2024 年 4 月-8 月，各参赛团队选择榜单中的题目开展研发

攻关，各高校“挑战杯”竞赛组织协调机构要积极组织学生参

赛，安排有关老师给予指导，为参赛团队提供支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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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8 月 5 日前，各参赛团队向组委会提交作品，具体

提交要求详见作品提交方式。

八、参赛报名及作品提交方式

1. 网上报名方式

（ 1 ） 请 参 赛 同 学 通 过 PC 电 脑 端 登 录 报 名 网 站

（https://fxyh-t.bocmartech.com/jbgs/#/login），在线填写报名信息。

（2）报名信息提交后，请将系统生成报名表下载打印，根

据提示，由申报人所在学校的学籍管理部门、院系、团委等部

门分别进行审核（需严格按要求在指定位置完成签字和盖章）。

（3）将审核通过的报名表扫描件上传系统，等待所在学校

及发榜单位审核。

（4）请参赛同学注意查看审核状态，如审核不通过，需重

新提交。具体操作流程详见报名网站《操作手册》。

2. 具体作品提交方式

提交具体作品时，务必一并提交 1 份报名系统中审核通过

的参赛报名表（所有信息与系统中填报信息保持严格一致）。

请于 2024 年 8 月 5 日前，将参赛作品的电子版（同时提交

word 版本和 PDF 版本）、参赛报名表扫描件（PDF 版本）一并

发送至邮箱 tzbfxs@126.com。电子版作品标题和邮件主题为：

提报单位（学校全称）+联系人姓名+联系方式+作品名称。参赛

报名表扫描件标题为：提报单位（学校全称）+联系人姓名+联

系方式+参赛报名表。每个参赛团队请确定一名固定联系人，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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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按照要求提交作品。

并且请于 2024 年 8 月 5 日前（以邮戳为准），将纸质版作

品（一式 2 份，A4 纸双面打印）和参赛报名表复印件（1 份）

邮寄至：北京市东城区沙滩北街 15 号法学研究所，徐玖玖收，

邮编 100720，电话 13676623399。建议首选顺丰快递或邮政特

快专递（EMS），不接待本人送达，所有材料均不退还。

九、赛事保障

本单位将根据参赛团队的实际需要，视情况在相关资料（不

涉密）、走访调研以及其他项目必须条件等方面提供必要帮助。

本单位将组建专业指导团队，视情况安排指导教师针对参

赛团队的研究方向、研究内容、研究思路等方面提出专业意见。

赛事办公室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网络与信息法

研究室，参赛过程中，参赛团队如需本单位提供与项目相关的

其他必须帮助，请提前与赛事办公室联系，我们将在许可范围

内给予参赛团队帮助。

十、设奖情况及奖励措施

1. 设奖情况

原则上设特等奖 5 个，一、二、三等奖若干，从特等奖获

奖团队中决出 1 个“擂主”。

2. 奖励措施

（1）本单位将择优为获奖作品提供公开发表的机会；

（2）本单位将视情况推荐获奖参赛团队成员到相关平台企



7

业参与实习；

（3）本单位将视情况通过内部渠道，推荐特等奖作品作为

智库成果提交相关主管部门。

十一、比赛专班联系方式

1. 专家指导团队

指导专家：周老师，联系方式：010-84044395

负责比赛进行期间技术指导保障。

2. 赛事服务团队

联络专员：徐老师，联系方式：13676623399

负责比赛进行期间组织服务及后期相关赛务协调联络。

3. 联系时间

比赛进行期间工作日（10:00-12:00，15:00-17:00）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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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选题申报单位简介

法学研究所（ Institute of Law,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下属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研究机

构。法学研究所主要从事国家法治领域具有全局性、战略性、

前瞻性意义的问题研究，努力发挥党和政府法治建设重大问题

决策的智库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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