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Open Journal of Legal Science 法学, 2024, 12(2), 811-815 
Published Online February 2024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ojls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4.122115   

文章引用: 陈敬兵, 李峰, 梁垚. 数字经济时代下的数字普法路径研究[J]. 法学, 2024, 12(2): 811-815.  
DOI: 10.12677/ojls.2024.122115 

 
 

数字经济时代下的数字普法路径研究 

陈敬兵，李  峰，梁  垚 

陕西省烟草公司渭南市公司，陕西 渭南 
 
收稿日期：2023年11月27日；录用日期：2023年12月5日；发布日期：2024年2月8日 

 
 

 
摘  要 

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元素在现代经济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人工智能、大数据和云计算等先进

技术的应用，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推动社会进步。数字普法是数字法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

数字时代全民普法的新形态，是运用数字技术、遵循现代传播规律开展普法的新实践，也是增强法治宣

传教育针对性、实效性的新路径。全民普法要依托数字化技术，以适应数字时代的变革和发展，提高普

法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为构建数字法治社会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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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era of digital economy, digital elements are playing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the 
modern economy. The application of advanced technologies such a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ig data 
and cloud computing is changing our lifestyle and promotes social progress. Digital law populari-
za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digital rule of law, a new form of law popularization in the digital 
era, a new practice of using digital technology and following the law of modern communication to 
carry out law popularization, and a new way to enhance the pertinence and effectiveness of rule of 
law publicity and education. The popularization of the law must rely on digital technology to adapt 
to the change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ra, improve the pertinency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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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w popularization work, and provide strong support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digital rule-of-law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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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数字经济时代传统普法方式的困境 

数字经济时代，是一个以数据为驱动力的新经济时代，标志着信息化时代的崭新阶段。在这个时代，

知识、信息和技术等数字化元素在经济中占据了核心地位，人工智能、大数据和云计算等先进技术得到

了广泛应用。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开局起步期，也是世界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的加速演进期，数字经济成为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的重要驱动力。加

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是数字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引擎，是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

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实践，数字中国建设的深入推进，将有力推动我国实现数

字经济优质化、数字治理高效化和智慧生活惠民化。 
2021 年 6 月 16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了《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八

个五年规划(2021~2025 年)》并发出通知。“八五”普法规划的主要目标是通过开展广泛深入的法治宣传

教育，推动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增强全民法治素养，促进全面依法治国工作深入推进。但是在数字经

济的大潮中，传统的普法方式遭遇诸多困境。首先，数字经济时代信息的产生和传播速度非常快，大量

的信息涌入人们的生活中。这使得传统普法方式难以跟上信息的更新和变化。法律法规需要及时调整和

更新，以适应数字经济时代的发展，但传统普法方式通常较为缓慢，无法及时反应和适应。其次，数字

经济时代涉及的法律问题涉及到技术、隐私、数据保护等领域，对于一般公众来说，理解和掌握相关法

律知识较为困难。传统普法方式通常采用文字、宣传册等形式进行普及，但这些方式可能无法满足公众

对于复杂法律知识的理解需求。最后，数字经济时代的技术更新非常迅速，新的技术和应用不断涌现。

这给传统普法方式带来了挑战，因为法律的制定和普及需要时间，而技术的发展却可能已经超越了现有

的法律框架。这导致传统普法方式在应对新技术和应用的法律问题上存在滞后性。 

2. 开展数字普法的必要性 

数字中国建设为“八五”普法工作提供了新的机遇和背景。首先，数字中国建设通过信息技术的应

用，可以提供更高效、便捷的普法途径。例如，通过建设智能化的普法平台和应用程序，人们可以随时

随地获取法律法规信息，了解自己的权益和义务。其次，数字化手段可以突破传统的时间和空间限制，

使普法工作能够覆盖更广泛的人群。通过网络和移动设备，普法信息可以传播到偏远地区和边缘群体，

提高普法的普及率和影响力。最后，数字中国建设为普法工作提供了创新的方式和工具。例如，可以利

用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技术，深入挖掘法律案例和判决文书，提供个性化的法律咨询和辅导服务，帮

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和应用法律知识。 
面对新的机遇，开展数字普法是适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必然选择。数字普法是指利用数字技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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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手段进行普法工作的方式。它是将传统普法与现代信息技术相结合，通过数字化手段提供法律法

规信息、普法教育和法律服务，以提高公众对法律知识的了解和法律意识的提升。 
数字普法的特征在于利用数字技术提供个性化、互动性强的普法服务，通过多媒体形式传播法律知

识，实时更新法律信息，并跨越地域限制，使更多的人能够方便地获取法律知识和参与普法活动。具体

而言，包含以下六点：一是数字化。数字普法利用数字技术和信息化手段进行普法工作，将法律法规、

案例分析、普法教育等内容数字化，以便更好地传播和应用。二是个性化。数字普法可以根据用户的需

求和兴趣提供个性化的普法服务。通过分析用户的数据和行为，普法平台可以推荐相关的法律知识和案

例，满足用户的特定需求。三是互动性。数字普法鼓励用户的参与和互动。用户可以通过数字平台与普

法机构或其他用户进行交流和讨论，提出问题并获得解答，促进法律知识的共享和交流。四是多媒体化：

数字普法利用多种媒体形式传播法律知识，包括文字、图像、音频和视频等。通过多媒体的呈现方式，

可以更生动地展示法律概念和案例，提高用户的理解和记忆效果[1]。五是实时性。数字普法可以及时更

新法律法规的内容和解释，以适应法律的变化和发展。用户可以通过数字平台获取最新的法律信息，保

持对法律动态的了解。六是跨地域性。数字普法打破了传统的地域限制，用户可以通过互联网随时随地

获取普法服务。无论用户身处何地，只要有网络连接，就可以参与数字普法活动。 

3. 开展数字普法的具体实践 

数字普法的目标是提高公众的法律素养和法律意识，增强公众对法律的遵守和尊重，促进社会的法

治建设。通过数字化手段，普法工作可以更加高效、便捷地覆盖到更广泛的人群，推动普法工作的创新

和发展。它包含以下五个方面的内容：1) 数字化普法平台。建设在线普法平台或应用程序，提供法律法

规查询、案例分析、法律咨询等服务，使公众可以方便地获取法律知识和解决法律问题。2) 数字化普法

教育。利用多媒体技术、在线课程和教育游戏等形式，开展普法教育活动，向公众传授法律知识，提高

法律素养和法律意识。3) 社交媒体普法推广。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如微博、微信等，传播法律知识和案

例，引导公众参与普法讨论，提高法律意识和法律观念。4) 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应用。利用大数据分

析和人工智能技术，深入挖掘法律案例和判决文书，提供个性化的法律咨询和辅导服务，帮助公众更好

地理解和应用法律知识。5) 数字化普法宣传活动。通过互联网、移动应用和数字媒体等渠道，开展普法

宣传活动，提高公众对法律法规的认知和理解。 
数字普法需要充分利用数字技术的优势和便利性，将法律知识传递给更广泛的公众，提高普法教育

的覆盖率和效率。同时，也需要根据不同的受众群体和普法需求，选择合适的数字普法方式和内容，以

达到更好的宣传效果和社会效果。 
北京市海淀区通过线上平台和社交媒体等渠道，开展各种形式的普法活动。数字化赋能的海淀普法

平台已经成为一个智能化的普法学习平台，不仅提供了普法视频作品，还可以根据用户需求进行智能化

分析，提供个性化的普法服务。这种模式的普法宣传更加精准、高效，为公众提供了更加便捷、实用的

法律学习渠道。通过数字化的动画形式进行普法宣传是海淀普法平台的一个创新举措。这种形式的宣传

不仅具有吸引力，还能够以更加直观、生动的方式向公众传递法律知识，提高普法效果。根据用户点击

量、转载量等数据分析，可以了解用户对普法关注热点和需求方向，进而针对性地开展普法宣传活动。

例如，针对用户对加班问题的关注度较高的情况，可以对加班时长上限的有关法律规定进行解读，以帮

助劳动者更好地了解自己的权利和义务[2]。 
浙江省德清县司法局在推进数字法治建设过程中，创新性地将普法资源和需求分析整合在一起，借

助“数字驾驶舱”的“资源链接”优势，研发出一款综合性的数字化精准普法应用。该应用不仅嵌入到

了“我德清”APP 和微信小程序中，还通过综合地图应用和短视频等形式，为公众提供更加多样化的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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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宣传形式。通过实时更新和智能化推送数据，该应用能够实现精准普法，满足不同群体的需求。同时，

通过收敛普法主题，确保了普法内容的针对性和实用性。这种数字化普法模式成功地推动了普法工作从

传统的“大水漫灌”方式向“精准滴灌”转型，提高了普法工作的效果。德清县司法局的相关工作做法

被《法治浙江》简报录用并在全省范围内推广。此外，该局还在全省数字法治系统现场教学活动宣传专

版中刊登了相关经验。这些成就充分展示了德清县司法局在数字化普法领域的领先地位，并为其他地区

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3]。 

4. 开展数字普法的落地措施 

4.1. 制定数字普法战略 

制定数字普法战略是推动数字普法的重要步骤，需要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包括政府的引导和支

持、社会各界的参与和合作、资源的整合和配置等。战略的制定应该具有前瞻性和可持续性，能够适应

数字化时代的发展需求，并为数字普法的长期发展奠定基础。首先，应当明确目标和愿景。确定数字普

法的长期目标和愿景，例如提高公众的法律素养、增强法治意识、促进社会的法治建设等。明确目标可

以为制定具体的战略和措施提供指导。其次，要分析现状和需求。评估当前数字普法的现状和存在的问

题，了解公众对法律知识的需求和普法服务的痛点。可以通过调研、数据分析、专家意见等方式获取相

关信息。再次，应当制定战略重点和优先事项。根据目标和需求分析，确定数字普法战略的重点和优先

事项。例如，重点关注法律知识普及、普法教育、普法平台建设等方面，并确定优先推进的项目和措施。

最后，制定具体的推进措施和实施计划，包括建设数字普法平台、开展普法教育活动、培训普法从业人

员等。同时，制定时间表和里程碑，确保战略的顺利实施。 

4.2. 建设数字普法平台 

数字时代普法应坚持“共享 + 开放”的理念[4]。在建设数字普法平台的过程中，需要政府、普法

机构、技术团队、法律专家等多方合作，共同努力推动平台的建设和运营。平台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内容

的质量、用户体验的好坏以及平台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要确定数字普法平台的功能和服务范围。平台可

以提供法律法规查询、案例分析、法律咨询、在线课程、普法游戏等多样化的服务，以满足用户的学习

和咨询需求。同时，要考虑用户个性化需求，提供个性化的推荐和学习路径。要设计友好易用的用户界

面，使用户能够方便快捷地使用平台。考虑用户群体的特点和使用习惯，设计清晰的导航结构和交互方

式，提供直观的操作界面和良好的用户体验。要提供多样化的数字普法内容，包括文字、图像、音频、

视频等形式。内容可以涵盖法律知识、案例分析、法律实务、普法宣传等方面，以满足不同用户的学习

需求和兴趣。 

4.3. 提供多样化的数字普法内容 

通过提供多样化的数字普法内容，可以满足不同群体和个体的学习需求和兴趣，提高数字普法的吸

引力和实用性。同时，要确保内容的准确性和权威性，避免误导和误解。例如：可以提供易于理解和生

动有趣的法律知识普及内容，涵盖不同领域的法律法规、法律概念和基本原则等。可以采用图文、视频、

动画等形式，以简明扼要的方式介绍法律知识，帮助公众了解和掌握基本的法律常识。可以提供真实案

例的分析和解读，让公众通过具体案例了解法律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和意义。案例可以涵盖刑事案件、

民事纠纷、合同纠纷、劳动争议等多个领域，帮助公众理解法律的具体适用和效果。开发互动式学习工

具，例如普法游戏、在线测验、模拟法庭等，通过参与互动的方式提高公众的学习兴趣和参与度。这些

工具可以帮助公众在娱乐中学习法律知识，加深对法律的理解和记忆。同时要鼓励用户参与和贡献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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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用户案例分享、法律问题讨论等。用户可以分享自己的法律经验、遇到的问题和解决方法，促进用

户之间的互动和学习。 

5. 结语 

普法工作的数字化转型是未来的趋势。随着数字科技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和人

际交往方式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数字化转型可以带来更高效、开放、自由、互信的法律服务，可以

促进公正、包容、共治的法律秩序的建设。“八五”普法与数字中国建设深度融合，是我国普法工作的

时代机遇。我们必须统筹推进数字中国和法治中国建设，推进法治的数字化、智能化，充分发挥科技对

法治现代化的支撑和推动作用，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法治强国[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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