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益诉讼是检察机关的
一项重要职能。 党的十

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 “拓展公
益诉讼案件范围”，这为互联网检
察公益诉讼的探索提供了方向。

从 2020年浙江省杭州市余杭
区人民检察院针对 APP 过度采集
并存储大量个人信息的公益侵害
问题，通过民事公益诉讼追究 APP
服务提供者的侵权责任，保护公民
个人信息不受继续侵害开始，全国
各地检察机关一步步摸着石头过
河， 开展互联网公益诉讼探索之
路。 在办案的实践中，由于很多新
型案件没有先例可循，余杭区人民
检察院敢于突破，创新能动履行公
益诉讼检察职能。

探索网络空间治理新规则

2020年 5月，浙江省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出台《关于加

强检察公益诉讼工作的决定》，

要求检察机关积极稳妥探索安

全生产、个人信息保护、公共卫

生安全等领域公益诉讼案件。虽

然未明确指出互联网侵害公益

领域，但是“等”字为检察机关探

索新领域留出空间，且侵犯个人

信息案件类型中相当一部分通

过互联网实施。

2020年 6月，杭州市人民检
察院被浙江省人民检察院确立

为全省唯一“互联网+公益诉讼”
试点单位，由于属地聚集大量头

部互联网企业，余杭区人民检察

院一马当先积极开展互联网检

察公益诉讼探索，办理了一批具

有规则示范意义的涉互联网公

益诉讼案件，其中“余杭区检察

院诉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侵害

公民个人信息民事公益诉讼案”

等 2件获评最高检典型案例。
2023年 6月，余杭区人民检

察院携手杭州互联网法院，探索

互联网检察公益诉讼新模式，联

合会签《关于推进互联网检察公

益诉讼案件办理的协作办法（试

行）》（以下简称《协作办法》），蹚
出了一条网络空间司法协同治

理的新路。

这已经不是他们的首次合

作。据了解，近年来，杭州互联网

法院与余杭区检察院在共同守护

互联网领域公共利益上，已有不

少成功的司法实践探索。2020年，
针对 APP违法违规收集、存储个
人信息的侵权行为，余杭区检察

院在通过行政公益诉讼督促行政

机关依法履职的同时，还对 APP
服务提供者的侵权行为依法提起

民事公益诉讼，杭州互联网法院

公开开庭审理，当庭达成调解协

议。此后，被告根据调解协议内

容，删除了违法违规收集、存储的

全部用户个人信息 1100万余条。
此次会签《协作办法》，是双

方在最高法、最高检举行首次工

作交流会商会的背景下，集合互

联网领域公益保护共识，推进新

时代网络法治的初步制度成果。

为更好发挥先行探路的作

用，《协作办法》最大限度拓宽案

件适用范围。《协作办法》指出，

除发生在互联网领域的生态环

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等

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案

件外，双方还将对发生在网络空

间的侵害英烈权益，违法违规处

理个人信息，实施网络暴力，侵

害妇女及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电

信业务经营者、银行业金融机

构、非银行支付机构、互联网服

务提供者等违法致使未能发挥

风险防控机制作用等损害国家

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

开展公益诉讼司法实践。

同时，为积极应对互联网技

术发展对司法的挑战，提升电子

数据的证据效力，《协作办法》明

确，针对互联网检察公益诉讼电

子证据生成、存储、传输、提取、验

证等问题，探索检察机关区块链

与互联网法院区块链相互认证，

通过电子签名、可信时间戳、哈希

值校验、区块链等技术手段，实现

电子数据的全流程记录、全链路

可信、全节点见证，并借助双方线

上平台，实现从线索收集、调查取

证、公开听证、督促整改、案件审

理等全链条、全流程在线办理。

该《协作办法》将发布网络

虚假广告、实施网络暴力、传播

违法网络视频纳入互联网检察

公益诉讼案件范围，推动司法建

议和检察建议的衔接协同，积极

探索个人信息保护领域民事公

益诉讼惩罚性赔偿等。

据报道，该《协作办法》正积

极向北京、广州互联网法院及相

关检察院复制推广。

网络治理从个案
向类案监督延伸

对余杭区人民检察院来说，

如何实现网络空间“办理一案，

治理一片”的效果，一直是摆在

他们面前一项重要的课题。

蚯蚓能够有效改良土壤结

构，增强透气性，改善土壤微生

态，在土壤改良、物质循环、保护

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等方面

发挥着特殊作用，是国际公认的

“土壤卫士”。

2020年 7月 8日，中国生物
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向

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中

山的三家电蚯蚓机生产企业提起

民事公益诉讼。2022年 2月 7日，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了

一审判决，责令三家涉案企业共

赔偿经济损失约 159万元，并在
全国性媒体上刊登道歉声明。

这起案件，引起了余杭区人

民检察院的关注。三家企业都是

通过电商平台销售电捕蚯蚓的

装置，一些地方甚至形成了电

捕、收购、加工、销售野生蚯蚓的

黑色产业链，对土壤生态造成严

重影响。想要从源头治理电捕蚯

蚓的乱象，就要同时解决电商平

台上贩卖电捕蚯蚓设备的问题。

余杭区辖区内有某头部电

商平台，检察官便对辖区电商平

台开展调查，并通过区块链等技

术手段固定证据。

余杭区检察院第六检察部主

任陈斐介绍：“我们通过调查发现，

电商平台上电捕蚯蚓设备都是以

电蚯蚓机、地龙仪、蚯蚓捕捉机等

名称命名，而且贩卖这些设备的商

家有很多，并且使用‘干湿可用’

‘四季通用，不分土壤’‘变频智能

蚯蚓机，超长续航，动力强劲，秒出

蚯蚓’等文字表述，对相关商品捕

杀蚯蚓的效果进行宣传。从经营者

销售的数量以及购买者使用反馈

可以看出，电捕蚯蚓设备销售范围

很广、破坏性大。”

在充分调查论证的基础上，

余杭区人民检察院向相关行政主

管部门制发行政公益诉讼诉前检

察建议，建议其依法整治电子商

务平台为违法出售禁止使用的猎

捕工具提供交易服务的行为。

电捕蚯蚓难治理，很大原因

在于“无法可依”。

由于蚯蚓未被列入《国家重

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及《国家

保护的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

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行

政主管部门对于平台出售电捕

蚯蚓机等装置的监管依据是否

充分存在疑问。

余杭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鲍

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们通过

检索法律法规，发现蚯蚓虽不属于

国家保护动物及‘三有’动物，但全

国人大常委会和浙江省人大常委

会都出台过文件，提出相关要求，

明确禁止电商平台违法提供相关

服务。经过严谨论证，我们认为应

当将蚯蚓这类野生动物保护名录

以外的普通物种纳入保护。”

2022 年 7
月，余杭区人民检

察院为加强沟通

互动，邀请行政主

管部门、电子商务

平台召开磋商会，

进一步探讨法律

依据和长效保护措施。据了解，相

应电子商务平台当天就清理下架

电捕蚯蚓机等商品 1万件。
在多方推动下，2022年 8月

5日，农业农村部、国家林草局、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等 7 部委印
发《关于加强野生蚯蚓保护 改

善土壤生态环境的通知》，进一

步明确行政主管部门对此类行

为的监管依据。

公益诉讼问题复杂，有效解

决没有那么简单，需要持续跟进

监督。余杭区人民检察院在对相

关行政主管部门整改情况进行

持续跟进监督时发现，规定明确

的关键词已经被屏蔽，但对原关

键词做改动后仍可以零星搜索

到电机装置。针对这一情况，余

杭区人民检察院推动电子商务

平台增加“地龙仪”等屏蔽词 66
组，将进行不当用途宣传的商品

均纳入禁售管控。

“很多人对电捕蚯蚓产生的

危害认识不足，也不知道这个行

为既破坏生态又违反法律规定。”

陈斐告诉记者。因此，为了向公众

普及相关法律法规，余杭区人民

检察院拓宽办案思路，推动电子

商务平台将电捕蚯蚓纳入“绿网

计划”公益项目。现在，在电子商

务平台用“电蚯蚓”“电蚯蚓机”

“蚯蚓捕捉机”“地龙仪”“地龙诱

捕仪”等关键词进行搜索，页面会

自动跳转到保护生物多样性与生

态平衡的公益宣导页面，取代此

前“抱歉，这个页面找不到”的搜

索结果页，以此来提醒警示有购

买想法的人，电捕蚯蚓是违法行

为。营造了全社会知晓、支持、参

与保护生态资源环境的氛围。

“在积极抓好个案办理的同

时，我院注重向类案监督延伸，

同步摸排相关电子商务平台的

同类产品销售情况，将线索层报

最高检。”鲍键表示。

据了解，随后最高检部署北

京、上海等地检察机关一体化联

动，同步开展监督办案，推动电

子商务平台均已下架相关商品。

延伸公益诉讼监督视角

以电商平台、网络直播为代

表的互联网“新业态”成为拉动

杭州经济发展的新引擎，而“新

业态”的迅猛发展也带来新的法

律适用和监管问题。余杭区人民

检察院以“网络医疗美容”为小

切口入手，致力推动“新业态”健

康合规发展。

2022年 8月，余杭区检察院
根据群众反映，发现医疗美容领域

乱象频发、监管缺失，公益损害现

象突出，立即成立办案组开展医疗

美容公益诉讼专项监督活动。

“提高免疫力，增强排汗功

能，祛湿驱寒功效”“预防骨质疏

松”，某知名短视频平台上的一

则视频广告引起了检察官的注

意，“祛湿驱寒”“预防骨质疏松”

等字眼显然已经涉及疾病治疗

功能，属于医疗广告。发布这则

广告是一家名为“某某美容工作

室”的商家，业务范围包含光子

嫩肤、点痣等美容皮肤科项目。

检察官经实地走访调查，发

现该商家并未取得《医疗机构执

业许可证》，实际经营者王某不

具备开展医疗美容项目的相关

资质，工作室内存放的脱毛仪等

医疗器械无法提供采购证明及

进货查验记录台账等资料。按照

规定，该商家不能从事上述医疗

美容服务，不得发布医疗广告，

已涉嫌非法行医。

随着医疗美容市场规模不

断增大，服务经营者纷纷入驻第

三方平台推销医疗美容服务，非

法开展医疗美容服务绝非个案。

余杭区人民检察院以“医疗

美容”“光子嫩肤”等为关键词，通

过对 4家电商平台上医疗美容服
务经营情况进行调查，发现部分

医疗美容机构、生活美容机构存

在未依法在平台首页显著位置持

续公示行政许可信息、未取得卫

生许可证擅自营业、无医疗机构

执业许可证或超范围开展医疗美

容项目、从业人员无医师执业证

书或超范围执业、虚假宣传、违法

直播宣传等违法违规情形。

经咨询具有医疗卫生和市场

监管专业背景知识的特邀检察官

助理，分析出违法情形。2022年 9
月 5日，余杭区人民检察院对上
述线索立案调查。9月 15日，余杭
区人民检察院向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发出检察建议，建议依法查处

辖区内医疗美容广告违法行为。

因电商平台并非在余杭区范围内

注册经营，余杭区人民检察院经

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磋商，达成

督促平台及时采取必要处置措施

的共识。收到检察建议后，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立案查处医疗美容广

告违法行为 4起，罚款 1.5万余
元，4家电商平台清退生活美容机
构 2家，下架医疗美容服务项目
29个。2023年 4月，该案获评全
国检察机关依法惩治医疗美容领

域违法犯罪典型案例。

余杭区人民检察院积极履

行公益诉讼职能，随着“个案办

理-类案监督-系统治理”的模式
日益成熟完善，监督的网也越织

越密。 （据《民主与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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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公益诉讼的余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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