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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联合国互联网治理论坛第51号研讨会圆满召开

2021年联合国互联网治理论坛（IGF 2021）第51号研讨会于12月10日在北京以线上、线下融合方式举行。来自

国际和国内的网络安全和信息保护与治理领域的专家学者就“构建有意义的个人信息收集和处理必要范围——人工

智能应用下各国相关规则和实践为基础探讨”议题进行深入讨论。

本次会议由中国网络空间安全协会、中国互联网发展基金会、中国网络社会组织联合会、伏羲智库、互联网实

验室共同主办，主会场设在北京。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国际合作局副局长徐峰参会并致辞，中国网络空间安

全协会秘书长李欲晓主持会议，会议主办方负责人或代表分别发言。人民数据总经理郑光魁、阿里巴巴安全部总经

理周斌琦等30余位企业代表受邀出席并参与讨论。来自中国、瑞士、巴西等相关政府部门、行业组织、高校和研究

机构、企业等100余位专家学者以线上线下方式注册参会。

人工智能已成为赋能各行各业的新型基础设施。随着越来越多的个人信息被收集，人工智能却引发了人们对隐

私、数据保护和过度使用数据的担忧。人工智能应用的规则制定需要所有利益相关方不断探索和研究，如制定与人

工智能安全准则相关的团体标准等。中国网络空间安全协会秘书长李欲晓建议共同探索建立协同、互信、面向国际

社会的个人信息保护及人工智能规则和机制，以规范引领发展，确保人工智能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造福全人类。

中国网络社会组织联合会秘书长赵晖表示，全球各方均有必要从技术进步、个体权利、隐私保护、道德伦理等

方面，不断完善人工智能应用下个人信息保护的相关规则和实践。应始终坚持任何技术应用都必须以维护个体的基

本尊严为前提，构建更加公平公正的国际互联网治理体系。应在互联网平台和用户之间构建更加平衡、透明的权利

义务和关系模式，防止商业力量利用其优势通过数据积累形成垄断局面，以牺牲普通用户隐私权益的方式持续获

利。

中国互联网发展基金会理事代表、厦门市美亚柏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总裁申强表示，人工智能在技术转化和应

用场景落地过程中，因其技术属性和社会属性高度融合特征，以及算法黑箱性、数据依赖性和应用广泛性等特征，

容易导致一系列的数据安全风险。因此，应强化人工智能产品和系统数据安全防护，建立健全公开透明人工智能数

据安全监管体系，并制定完善全球人工智能发展伦理规则。

日内瓦互联网平台负责人约万•库尔巴里贾指出，近年来数据隐私及个人信息保护在世界各国均有很大的进

展。首先，要顺应“数据决定”的发展趋势，建立以人为本的数据基础设施，促进人类社会和文化发展。其次要确

保数据的互操作性，保护个人在平台方面的选择权，促进数据市场的发展活力。最后是要规范人工智能发展，从数

据技术角度创造文化遗产，造福后代。

伏羲智库创始人李晓东提出，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议题受到高度重视与各国积极发展数字经济关系密切，

安全应为促进发展而服务，个人信息保护应以促进数字经济健康发展为重要目标。同时数字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呼唤

全球统一的数据治理规则，可借鉴互联网治理的相关模式，在相互尊重和理解的前提，搭建国际交流合作机制，探

索数据治理共识。

巴西瓦加斯基金会法学院教授卢卡·贝利引用了巴西在数据保护方面所做的实践案例，强调制定通用数据保护

法及建立数据保护监管机构的重要性。同时他表示高效的数据治理框架是包容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近年来金砖国

家大幅重组、建立了数据治理框架，其数据保护和网络安全条例日渐趋同，有必要加强合作，共同建立金砖国家网

络安全法律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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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篇：Call For World Leading Internet Technology Achievements

西交苏州信息安全法学所高级研究员汪丽指出，为避免人工智能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负面影响，我们需要建立安

全可信的技术体系，建立风险评估机制。同时应保持跨学科、跨文化的合作，让不同的角色、不同研究领域的专家

都参与其中；也要尊重不同国家的法律法规，各国携手合作，建立国际法规框架，在加速人工智能发展的同时保护

个人隐私。

问答阶段，参会观众与嘉宾就互联互通和信息保护数据安全的平衡边界、个人信息保护的跨境管理等话题进行

了交流讨论。申强表示数据流转、存储、使用要符合法律规范，要遵守必要且最小化的原则以及非脱敏不公开的原

则。李晓东表示个人信息的跨境流动及保护需要政策制定者和技术界的通力合作，在确保隐私安全的基础上开放共

享数据。

李欲晓在会议总结中表示，数字经济时代，随着“互联网+”日渐融入生活，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迅

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人们既享受着技术进步带来的红利和便捷，却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个人信息泄露的风险。尤其

是在这场疫情中，我们要在厘清各数据治理参与主体的权责和相互之间关系的同时，继续加强各参与主体的意识提

升、能力建设和履职履责。为此，我们呼吁所有利益相关方担负起自己的责任，进一步密切交流合作，加强疫情防

控常态化下的个人信息保护，携手共建一个能够保障个人信息安全的数字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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