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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全球共识与中国智慧

　　在致第六届世界互联网大会贺信中，习近平主席指出：“各国应顺应时代潮流，勇担

发展责任，共迎风险挑战，共同推进网络空间全球治理，努力推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

体。”为全面阐释“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时代背景、基本原则、实践路径和

治理架构，世界互联网大会组委会发布了《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概念文件，在

人类信息化历程的关键节点贡献了中国智慧。

　　信息革命开辟人类社会新未来

　　技术创新是一种“新的生产函数”，信息革命推动人类社会全方位深度转型。如同原

始时代的火种、农业时代的铁器、工业时代的内燃机和电力，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

极大增强了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信息化引领科技突破、驱动智能经济、颠覆

传播方式、优化公共治理、促进国际合作。网络空间已经成为信息传播的新渠道、生产生

活的新空间、经济发展的新引擎、文化繁荣的新载体、社会治理的新平台、交流合作的新

纽带，深刻影响人类社会发展进程。

　　互联网创造人类生活新空间。马克思指出：“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

史的历史是结果。”从前工业时代的土地、河流与湖泊，到工业时代的海洋、天空和外

空，一部世界史，就是人类生活空间扩展史。网络空间是虚拟的非物理空间，却是现实的

社会性空间。所有社会生活主体都可在其中交流、交易，所有人类文明都可在其中交往、

交会。网络空间是有意义的生活空间、有规则的社会空间，因而是有人类常规性活动的新

空间。在信息时代，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

会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而网络空间命运共同

体，正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人类生活新空间上的呈现，信息革命赋予人类战胜困难挑战的

手段从未像今天这样丰富，互联网的蓬勃发展为人类社会描绘出全新发展图景。

　　治理赤字带来全球网络新挑战

　　当今世界面临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势不可挡，新兴市场

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迅速崛起，互联网已从“将世界上所有电脑连接起来”，发展到“把世

界上所有事物连接起来”。但国际互联网领域发展不平衡、规则不健全、秩序不合理等问

题日益凸显，成为全球治理的厝火积薪。

　　网络霸权主义侵袭互联网秩序稳定。当今世界，个别国家在网络信息关键技术领域掌

握垄断性、压倒性、不对称优势的现状没有变，对国际互联网关键资源的掌控没有变，将

技术优势转化为网络空间全球治理权力优势的意图与行动没有变，网络空间霸权主义、强

权政治依然存在。个别国家大搞网络霸凌，强化网络威慑，践踏国际规则，不正当地利用

“长臂管辖”侵害其他国家和公民合法权益，严重危害国际互联网产业供应链安全。在此

背景下，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数字鸿沟不断拉大，以规则为基础的互联网全球治理进展迟

缓。

　　网络全球公害威胁互联网发展治理。利用对不对称技术优势和国际互联网关键资源的

掌控，有的国家通过大规模网络监控和网络窃密，对他国实行渗透和煽动，危害其国家和

政治安全；针对金融、能源、电力、交通、电信、政务等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网络攻击，

严重危害主权国家经济和社会安全；网络违法、有害或不良信息侵蚀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破坏公序良俗；世界范围内侵犯个人隐私、侵犯知识产权、推行种族主义、散布虚假信

息、实施网络诈骗、开展网络恐怖主义活动等违法犯罪行为呈愈演愈烈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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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型信息技术带来全球性风险隐患。新一代信息技术孕育勃兴，基础性和前沿性技术

加速迭代。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和量子技术等不断释放澎湃动力，5G技术带动大数

据、物联网、无人驾驶、媒体融合等迅速演进，在更深层次、更广范围加快推动数字化、

网络化、智能化转型。但与此同时，借助深度伪造技术制造虚假视频，实现以假乱真，已

给技术、政策和法律带来严峻挑战；智能化新闻信息分发加剧的茧房效应与回音壁效应，

利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进行精准画像对个人隐私的侵犯，人工智能武器化给世界和平带来

的威胁等，都需要全球携手努力解决。

　　互联网全球治理的中国经验

　　自全面接入国际互联网起，建设什么样的互联网、如何建设互联网就成为中国互联网

发展治理的重大课题。中国敏锐抓住信息化发展历史机遇，立足基本国情，借鉴各国经

验，重视互联网、发展互联网、治理互联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造福人民。中国把握信息化发展趋势，对内大力实施“宽带中国”战略，对外扩大互

联网关键资源，增强网络信息技术自主创新能力，推动核心技术不断突破，为老百姓提供

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好的信息服务。截至2019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8.54亿，互联网

普及率达61.2%。着力推动互联网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以信息流带动技术流、资金流、

人才流、物资流，促进资源配置优化，促进全要素生产力提升，以信息化培育新动能，以

新动能推动新发展，2018年实现数字经济规模31.3万亿元，占GDP比重达34.8%；移动支

付规模达277.4万亿元，稳居全球第一。

　　依法治网。中国加快互联网领域立法，出台网络安全法、刑法修正案（九）等法律法

规，网络空间法律体系基本形成。通过加大网信执法力度，强化信息安全漏洞管理，维护

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和数据安全，筑牢国家网络安全保障体系。严厉打击网络诈骗、网

络暴恐及侵犯知识产权等违法犯罪行为，保护个人信息特别是未成年人网络权利。强化网

络内容建设，治理违法和不良信息，构建网络空间良好生态。充分利用新技术、新算法、

新应用优化裁判规则和诉讼流程，建设更高水平社会主义司法文明。

　　交流合作。中国坚持以“四项原则”“五点主张”为指引，不断为全球互联网发展治

理提供技术合作、信息商品及公共产品，贡献中国方案。举办世界互联网大会，为网络空

间交流合作搭建平台；依托联合国相关组织，深度参与互联网全球治理多边活动；积极进

行中俄、中美、中欧以及中国与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网络交流合作；依托共建

“一带一路”深入开展同沿线国家的网信事业合作。

　　携手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主席站在全人类整体利益高度提出的全球治理方案，超

越了国家、宗教、文明等差异，反映了人类共同价值，展现了中国推进全球和平发展的应

有担当。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方面。

　　维护各国在网络空间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面对国际网络空间的问题与挑战，在

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提出了推进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的“四

项原则”。《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概念文件以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关于互联网发

展治理的相关重要理念为遵循，作了进一步深入阐释，强调《联合国宪章》确立的主权平

等原则同样适用于网络空间，应尊重各国自主选择发展道路、治理模式和平等参与网络空

间国际治理的权利；坚持以和平方式解决网络空间争端，共同维护网络空间的和平与安

全；秉持开放理念，强化资源优势互补，促进不同制度、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在网络空间

包容性发展；共同管理和公平分配互联网基础资源，实现网络空间资源共享、责任共担、

合作共治，建立公平正义的网络空间秩序。这些方面彰显出中国尊重其他国家根本利益、

核心利益的大国担当。

　　以推动“五点主张”贯彻落实为实现路径。《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概念文

件对习近平主席共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五点主张”进行了全面阐释，提出有效

利用多边开发银行等机制，提升全球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与保护水平，加强政策协调，保护

网络知识产权，促进互联互通；充分发挥互联网桥梁作用，促进科技与人文交会交融，并

注重对妇女儿童及其他弱势者的网络保护，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探索建立创业投资合作机

制，促进普惠式发展，消除数字鸿沟，促进共同繁荣；加强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和数据

安全国际合作，进一步增强战略互信，合作打击网络恐怖主义和网络犯罪，促进有序发

展；坚持多边参与、多方参与，发挥联合国在网络空间国际治理中的主渠道作用，研究制

定更加平衡地反映各方利益关切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国际规则，促进公平正义。

　　形成立体协同的治理架构。秉持开放合作理念，《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概

念文件提出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应加强政府、国际组织、互联网企业、技术社群、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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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组织、公民个人等各主体的沟通与合作，倡议各国政府和人民顺应信息时代潮流，把握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契机，积极应对网络空间风险挑战，实现发展共同推进、安

全共同维护、治理共同参与、成果共同分享。

　　习近平主席指出：“大时代需要大格局，大格局需要大智慧。”中国既是全球互联网

发展的重要受益者，也始终是国际网络空间和平的建设者、发展的贡献者、秩序的维护

者。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努力做网络空间发展的贡献者、网络空

间开放的推动者、网络空间安全的捍卫者、国际网络空间治理的建设者，与国际社会携手

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作者：支振锋，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中心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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