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术前沿动态】网络法领域论著分析 

 

网络法学是涉及法学、网络空间安全、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多领域的交叉学

科，研究领域包括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网络犯罪、数字经济治理、数字人权、数

字治理等。在信息时代，我国网络法学学科致力于以法治思维强化网络空间治理，

研究网络时代机遇与挑战的法律回应和制度完善，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

系。本报告利用 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数据库、中国知网期刊库和图书引证

库、WorldCat 全球图书馆联合目录数据库，分析全球网络法学领域相关论著的

分布现状，揭示该学科领域的热点研究主题，并列出近年影响较大或关注较多的

论著清单，供相关研究参考。 

一、国内外论文分布概况 

通过构造检索式并实施检索发现（检索时间为 2020 年 12 月 16 日），

SSCI/CPCI-SSH/ESSCI 数据库收录网络法领域相关论文 4984 篇；中国知网法学

领域命中 CSSCI/CSCD收录论文 3786篇。 

1994-2014年，全球网络法研究论文发文量增长较平缓，从 2015年起论文量

增长迅猛；中文相关论文 1998-2010年平稳发展，2015年后论文量也加速增长，

关注度提升，但不及全球发展迅猛。 

 
图 1网络法领域论文量年度分布 

3786篇中文论文的发文机构集中在高校，其中武汉大学发文 198篇，位居第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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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网络法领域中文论文发文机构（部分） 

4984篇外文论文来自 114个国家或地区，其中排名前 10位的国家或地区为：

美国（1511），英国（632），澳大利亚（311），中国（275），加拿大（215），

荷兰（202），俄罗斯（199），西班牙（190），德国（152），意大利（120）。

外文论文来自 3210个机构，排名前 10位的研究机构见表 1。 

表 1 网络法领域外文论文发文量前 10的机构 

 

二、论文学科主题分布 

网络法领域研究论文以法学学科为主，同时涉及多个学科类别，学科交叉特

征明显。论文量最多的前 10个学科类别见表 2。 

表 2 网络法领域论文学科类别分布 

 

选择近 2年外文论文和中文论文，统计热点关键词分布见图 3，图 4。 

排名序号 国外研究机构名称 文献数量 排名序号 中国研究机构名称 发文数量

1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ystem 122 1 Mayer Brown Jsm(美亚博律师事务所,香港） 26
2 University Of London 111 2 香港城市大学 23
3 State University System Of Florida 61 3 香港大学 19
4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57 4 Hogan Lovells（霍金路伟律师事务所,上海） 15
5 University System Of Georgia 46 5 清华大学 12
6 Vrije Universiteit Amsterdam 44 6 中国政法大学 9
7 Stanford University 42 6 香港中文大学 9
8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42 6 武汉大学 9
9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41 9 中国人民大学 7
10 Harvard University 40 10 浙江大学 7
10 Herbert Smith Freehills Llp 40

序号 中国知网学科类别 文献数量 WOS学科类别 文献数量

1 民商法 1566 Law（法学） 2038
2 刑法 678 Criminology Penology（犯罪学） 1006
3 经济法 502 Information Science Library Science（情报学图书馆学） 232
4 诉讼法与司法制度 327 Social Sciences Interdisciplinary（社会科学跨学科） 228
5 行政法及地方法制 326 Computer Science Information Systems（计算机信息系统） 218
6 法理、法史 294 International Relations（国际关系） 210
7 公安 254 Communication（通信） 188
8 出版 229 Political Science（政治学） 184
9 国际法 211 Economics（经济 学） 181
10 新闻与传媒 111 Business（商学） 167



 

图 3 网络法领域外文论文热点关键词 

  
图 4 网络法领域中文论文热点关键词

网络法相关论文中文来源出版物以法学、图书情报及综合性期刊居多，外文

来源出版物以法学类期刊为主，近 2年发文最多的前 10种来源期刊见表 3。 

表 3 2019-2020年网络法领域论文发文量排名前 10的期刊 

 

三、相关图书出版概况 

截至 2020年 11月 12日，WORLDCAT全球图书馆联合目录数据库中网络法相

关图书共计 3284 种，其中中文图书 181 种。按全球图书馆收藏量统计，排名前

10的 2020年出版的外文图书见表 4。综合 WORLDCAT数据库中全球图书馆藏量和

中国知网图书引证数据库引用情况，筛选出部分近年出版的中外文图书，详见表

4、表 5。 

表 4 2020年国外出版的网络法领域图书（部分） 

序号 中文出版物名称
文献
数量

序号 外文出版物名称 文献数量

1 法学研究 5 1 Computer Law Security Review 34

2 情报杂志 4 2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yber
Criminology

27

2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
社会科学版）

4 3 Russian Journal Of Criminology 18

4 中国法学 3 4 Deviant Behavior 16
4 法学 3 5 Internet Policy Review 13

4 情报科学 3 6
Policing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ce Strategies Management

12

7 中国社会科学 2 7
Iic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Competition Law

11

7 图书情报工作 2 7 Journal Of Criminal Law 11
7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 7 Trends In Organized Crime 11
7 科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 10 European Journal Of Criminology 10

7 南京社会科学 2 10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Law

10

7 情报理论与实践 2 10 Security Journal 10



 

 表 5近年我国出版的网络法领域图书（部分） 

 
 

附：部分高影响力论文列表 

根据期刊质量和被引数据,本节筛选出 2019年以来部分中外学术论文，供研

究参考。 

1．外文论文  

[1] BARRINHA A, RENARD T. Power and diplomacy in the post-liberal cyberspace[J].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20,96(3):749. 

[2] BENTLEY D. Cyber espionage and international law[J].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20,96(2):527-528. 

[3] BRONSHTEYN G. Searching the Smart Home[J]. STANFORD LAW REVIEW, 
2020,72(2):455-501. 

[4] CONTI-BROWN P, WISHNICK D A. Private Markets, Public Options, and the Payment 
System[J]. YALE JOURNAL ON REGULATION, 2020,37(2):380-434. 

[5] FELKA P, MIHALE-WILSON C, HINZ O. Mobile Phones and Crime: The Protective Effect 
of Mobile Network Infrastructures[J]. JOURNAL OF QUANTITATIVE CRIMINOLOGY, 
2020,36(4):933-956. 

序号 书名 著者 出版信息
1 Governing cyberspace behavior, power, and 

diplomacy
 Broeders, Dennis; Berg, Bibi 
van den

New York :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2020

2 Internet law and regulation Smith, Graham  London : Sweet & Maxwell, 2020
3 Algorithms and law Ebers, Martin,; Navas, Susana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0
4 The 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in plain 

language
Sloot, Bart van der Amsterdam :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2020
5 Governing cyberspace : behavior, power, and 

diplomacy
Broeders, D.; Berg, Bibi van 
den,

Lanham, Maryland : Rowman & 
Littlefield, an imprint of The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ing Group, Inc., 2020

6 Cyber law in Italy Ziccardi, Giovanni Alphen aan den Rijn, The Netherlands :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20

7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law 2020 Garcia, Dennis C.,; Pemberton, 
Cassie

 New York : Practising Law Institute, 
2020

8 Cyberspace law : cases and materials Ku, Raymond S. R. New York : Wolters Kluwer, 2020
9 Toward effective cyber defens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ules of law
Brill, Alan,; Misheva, Kristina, Amsterdam ; Washington, DC : IOS 

Press, 2020
10 Cyber law in Japan 弥永, 真生  Alphen aan den Rijn, The Netherlands :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B.V., 2020,

序号 书名 著者 出版信息

1 新网络治理环境下政务新媒体受众影响力研究 王井,陈然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

2 网络犯罪治理的法治化路径 王玉微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

3 我为知识产权事业鼓与呼 吴汉东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

4 互联网金融法律理论与实务问题研究 袁远 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20

5 网络法典型案例 : 裁判要旨与分析 吴尚聪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

6 网络安全法合规操作指引 万方, 余凯 武汉 :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9

7 数据视野下的互联网平台提供商法律规制研究 曹阳 北京 :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9

8 网络空间合作治理新生态 博岚岚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9

9 网络空间全球治理 : 国际规则的起源, 分歧
及走向

徐培喜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

10 防控网络恐怖活动立法研究 皮勇 北京：法律出版社,2017

https://apps.webofknowledge.com/Search.do?product=WOS&SID=8CMNuc9isBh1ugBzCMN&search_mode=GeneralSearch&prID=43216c45-290e-41b6-9f51-8877cedf3cfe
https://apps.webofknowledge.com/Search.do?product=WOS&SID=8CMNuc9isBh1ugBzCMN&search_mode=GeneralSearch&prID=3eab064e-2b7d-40b2-881e-3c3231f8e463
https://heinonline.org/HOL/Page?lname=&public=false&collection=journals&handle=hein.journals/stflr72&men_hide=false&men_tab=toc&kind=&page=455
https://www.proquest.com/docview/2431835248?accountid=15157
https://www.proquest.com/docview/2431835248?accountid=15157
https://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s10940-019-09437-6
https://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s10940-019-09437-6


[6] GALLUPE O, MCLEVEY J, BROWN S. Selection and Influence: A Meta-Analysis of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Peer and Personal Offending[J]. JOURNAL OF QUANTITATIVE 
CRIMINOLOGY, 2019,35(2):313-335.  

[7] HEATH J B. The New National Security Challenge to the Economic Order [J]. YALE LAW 
JOURNAL, 2020,129(4):1020-1098. 

[8] KHAN L M. THE SEPARATION OF PLATFORMS AND COMMERCE[J]. COLUMBIA 
LAW REVIEW, 2019,119(4):973-1098.  

[9] KLONICK K. The Facebook Oversight Board: Creating an Independent Institution to 
Adjudicate Online Free Expression[J]. YALE LAW JOURNAL, 2020,129(8):2418-2499. 

[10] LEVERSO J, HSIAO Y. Gangbangin on the [Face]Book: Understanding Online Interactions 
of Chicago Latina/o Gangs[J]. JOURNAL OF RESEARCH IN CRIME AND DELINQUENCY, 
2020(0022427820952124). 

[11] MCCUDDY T. Peer Delinquency among Digital Natives: The Cyber Context as a Source of 
Peer Influence[J]. JOURNAL OF RESEARCH IN CRIME AND DELINQUENCY, 
2020(0022427820959694). 

[12] NARECHANIA T N. THE SECRET LIFE OF A TEXT MESSAGE[J]. COLUMBIA LAW 
REVIEW, 2020,120(6):198-216. 

[13] PEDRAZA-FARINA L G, WHALEN R. A Network Theory of Patentability [J].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 2020,87(1):63-144. 

[14] PICKER R C. The Arc of Monopoly: A Case Study in Computing[J].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 2020,87(2):523-551. 

[15] PRADEL F. Biased Representation of Politicians in Google and Wikipedia Search? The Joint 
Effect of Party Identity, Gender Identity and Elections [J].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2020. 

[16] YAN X. Bipolar Rivalry in the Early Digital Age[J].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2020,13(3):313-341.  

 

2．中文论文（可通过中国知网等数据库获取全文） 

[1] 蔡颖.偷换二维码行为的刑法定性.[J]法学,2020(01):124-137.人大复印资料《刑事法

学》2020年 07期转载 

[2] 程啸.区块链技术视野下的数据权属问题.[J]现代法学,2020,42(02):121-132.,人大复

印资料《民商法学》2020年 09期转载转载 

[3] 储陈城.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保护与利用的刑法立场转换——基于比较法视野的考

察.[J]中国刑事法杂志,2019,(05):48-62.人大复印资料《刑事法学》2020年 01期转载 

[4] 丁晓东.论数据携带权的属性、影响与中国应用.[J].法商研究,2020年 37(01):73-

86..人大复印资料《宪法学、行政法学》2020 年 07期转载 

[5] 高翔.民事电子诉讼规则构建论.[J]比较法研究.2020,(03):175-188.人大复印资料

《诉讼法学、司法制度》2020 年 09期转载 

https://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s10940-018-9384-y
https://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s10940-018-9384-y
https://heinonline.org/HOL/Page?lname=&public=false&collection=journals&handle=hein.journals/ylr129&men_hide=false&men_tab=toc&kind=&page=1020
https://heinonline.org/HOL/Page?public=true&handle=hein.journals/clr119&div=30&start_page=973&collection=journals&set_as_cursor=0&men_tab=srchresults
https://www.yalelawjournal.org/feature/the-facebook-oversight-board
https://www.yalelawjournal.org/feature/the-facebook-oversight-board
https://journals.sagepub.com/doi/abs/10.1177/0022427820952124
https://journals.sagepub.com/doi/abs/10.1177/0022427820952124
https://journals.sagepub.com/doi/abs/10.1177/0022427820959694
https://journals.sagepub.com/doi/abs/10.1177/0022427820959694
https://heinonline.org/HOL/Page?lname=&public=false&collection=journals&handle=hein.journals/sidbarc120&men_hide=false&men_tab=toc&kind=&page=198
http://lawreview.uchicago.edu/publication/network-theory-patentability
https://lawreview.uchicago.edu/sites/lawreview.uchicago.edu/files/Picker_Computing_87UCLR523.pdf
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abs/10.1080/10584609.2020.1793846
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abs/10.1080/10584609.2020.1793846
https://academic.oup.com/cjip/article/13/3/313/5854839


[6] 郭春镇.数字人权时代人脸识别技术应用的治理 [J].现代法学,2020,42(04):19-36.

《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20 年第 6期转载 

[7] 江溯.论网络犯罪治理的公私合作模式.[J]政治与法律,2020(8):38-52人大复印资料

《刑事法学》2020年 12期转载 

[8] 李延舜.我国移动应用软件隐私政策的合规审查及完善——基于 49例隐私政策的文本

考察.[J]法商研究,2019(5):26-39.人大复印资料《民商法学》2020 年 01期转载 

[9] 刘艳红.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法益:个人法益及新型权利之确证——以《个人信息保护

法(草案)》为视角之分析.[J]中国刑事法杂志,2019,(05):19-33.人大复印资料《刑事法

学》2020年 01期转载 

[10] 马长山.数字社会的治理逻辑及其法治化展开[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

报),2020,38(05):3-16.《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20 年第 5期转载 

[11] 裴炜.数据侦查的程序法规制——基于侦查行为相关性的考察[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

大学学报),2019,37(06):43-54.《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20 年第 1期转载 

[12] 皮勇. 论中国网络空间犯罪立法的本土化与国际化[J]. 比较法研究, 2020(01):135-

154.《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20 年第 2期转载 

[13] 唐林垚.人工智能时代的算法规制:责任分层与义务合规[J].现代法

学,2020,42(01):194-209.中国社会科学文摘 2020年第 4期转载 

[14] 涂龙科.网络时代经济刑法变革的系统阐释.[J]法学评论,2019年(06):125-134.人大

复印资料《刑事法学》2020年 05 期转载 

[15] 王安异.虚构网络交易行为入罪新论——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第 17条规

定为依据的分析.[J]法商研究,2019(05):54-66.人大复印资料《刑事法学》2020 年 02期

转载 

[16] 王杰.网络存储空间服务提供者的注意义务新解.[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

报),2020,38(03):100-113.人大复印资料《民商法学》2020 年 10期转载 

[17] 王肃之.我国网络犯罪规范模式的理论形塑——基于信息中心与数据中心的范式比

较.[J]政治与法律,2019(11):44-56.人大复印资料《刑事法学》2020 年 02期转载 

[18] 阎二鹏.网络共犯中的罪量要素适用困境与教义学应对.中国刑事法杂

志,2020(01):116-129.人大复印资料《刑事法学》2020 年 05期转载 

[19] 殷继国.大数据市场反垄断规制的理论逻辑与基本路径.[J]政治与法

律,2019(10):134-148,人大复印资料《经济法学、劳动法学》2020 年 04期转载 

[20] 张平寿.网络犯罪计量对象海量化的刑事规制.[J]政治与法律.2020,(01):54-69.人大

复印资料《诉讼法学、司法制度》2020年 05期转载 

[21] 张新宝.个人信息收集:告知同意原则适用的限制.[J]比较法研究,2019年(6):1-20.

人大复印资料《民商法学》2020 年 03期转载 

[22] 郑曦.人工智能技术在司法裁判中的运用及规制.[J].中外法学,2020,32(03):674-

696.人大复印资料《诉讼法学、司法制度》2020年 11期转载 

[23] 左卫民.中国在线诉讼:实证研究与发展展望[J].比较法研究,2020,(04):161-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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