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习近平乌镇讲话：全球网络治理的“中国方案” 

来源：21 世纪经济报道 作者：周慧;王峰；夏旭田；刘东  

日期：2015 年 12 月 17 日 

 

此前中国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现实物理空间中国家之间相处指明了方向,四大原

则则为网络空间中的国家行为体相处之道列出了标准,同时不仅仅停留在“和平”层面,更注

重共同“发展”,不仅维护各国的独立自主,更要深化合作、共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12 月 16 日,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在浙江乌镇开幕。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

近平发表主旨演讲。 

习近平着重强调推进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应坚持尊重网络主权、维护和平安全、促

进开放合作、构建良好秩序的四项原则;同时提出各国共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五点

主张,即加快全球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打造网上文化交流共享平台、推动网络经济创新发展、

保障网络安全、构建互联网治理体系。 

21 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国内多位专家解读称,世界互联网大会已经逐渐成为一个中国

的战略平台和中国领导人在网络空间治理中向世界发声的平台。中国国家领导人清晰地向世

界阐述中国对网络空间治理与网络安全的整体战略思考,将对推动全球网络空间治理结构的

良性变革产生深刻的影响。 

 

网络空间的国家相处之道 

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周汉华认为,这些观点反映了中央领导集体十八大以来在

网络治理领域的最新成果,此次所提出的主张都非常具体且有针对性。 

复旦大学副教授沈逸认为,这是中国国家领导人对全球网络空间治理首次进行系统阐述,

同时向全世界表达和传递中国如何治理互联网的思路。 

尊重网络主权被放在这四项原则的首位,习近平强调,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网络发展道路、

网络管理模式、互联网公共政策和平等参与国际网络空间治理的权利,不搞网络霸权,不干涉

他国内政,不从事、纵容或支持危害他国国家安全的网络活动。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网络空间研究所所长刘权表示,网络主权是一国国家主权

在网络空间中的延伸,而网络霸权则是一国利用自身强大的网络资源和力量对其他国家网络

主权的肆意侵犯。 

沈逸表示,尊重网络主权置于第一位,符合中国一贯主张的反对霸权,不干涉内政,尊重国

际法基本原则等反映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关键诉求。 

习近平认为应维护和平安全,网络空间,不应成为各国角力的战场,更不能成为违法犯罪

的温床。各国应该共同努力,防范和反对利用网络空间进行的恐怖、淫秽、贩毒、洗钱、赌



博等犯罪活动。同时,他还强调了促进开放合作以及构建良好秩序。 

习近平再次强调了依法治网。他表示,既要尊重网民交流思想、表达意愿的权利,也要依

法构建良好网络秩序,这有利于保障广大网民合法权益。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 

 “比如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依法治网、确保安全等,对国内的互联网空间治理也有

直接的指导意义。”周汉华说,“此次对于依法治网的阐述,必将对互联网立法的推进带来新的

动力。” 

周汉华表示,习近平在发言中,对“发展和秩序,发展和安全”这两个问题上,着墨最多,在

讲成绩的时候,充分表明了中国推动网络社会发展和经济繁荣和网络文化繁荣的决心和立场,

同时也明确点出了侵犯个人隐私和知识产权、网络犯罪,还有国际关系中网络监听恐怖主义

等问题。 

周汉华分析,习近平辩证地讲到了发展和秩序,发展和安全之间的关系,而这些也是网络

空间治理中长期存在的问题和困惑。 

刘权认为,这四大原则、五项主张是在国际社会网络战威胁增加、各国网络战略互疑不

断加深的背景下提出的,对于维护全球网络空间的和平、稳定和发展意义尤其重大。 

刘权表示,此前中国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现实物理空间中国家之间相处指明了方

向,四大原则则为网络空间中的国家行为体相处之道列出了标准,同时不仅仅停留在“和平”

层面,更注重共同“发展”,不仅维护各国的独立自主,更要深化合作、共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

共同体。 

 

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还在大会上表示,网络空间是人类共同的活动空间,网络空间前途命运应由世界各

国共同掌握。各国应该加强沟通、扩大共识、深化合作,共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他

表示,这一段时间以来,非常愿意使用“命运共同体”这个词,并为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提

出五点主张。 

在刘权看来,网络空间是人类共同的活动空间,在网络空间治理和应对网络安全威胁等方

面,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因此,提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意味着网络空间的前途命

运应由各国共同把握,这需要各国加强沟通、扩大共识、深化合作。 

在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习近平表示,中国愿同各方一道,加大资金投入,加强技术支持,

共同推动全球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让更多发展中国家和人民共享互联网带来的发展机遇。 

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秘书长胡钢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我国已建

成全球最大的有线网络和无线网络,积累了强大的技术能力和运营能力,尤其是具有相当自主

知识产权的 TD 网络拥有独特的优势,以中兴、华为等为代表的基础电信设施供应商已经在全

球,尤其是欧洲做了很多工作,得到了国际市场高度的认可。 



刘权认为,目前,我国正在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将网络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放在首要位置,

在尊重相关国家网络主权的基础上,加强与沿线国家的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合作、技术标准对

接,逐步形成连接亚洲各区域以及亚非欧之间的基础设施网络。未来,我国会继续加大资金投

入,加强相关技术支持,推动全球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互联互通。 

在推动网络经济创新发展方面,习近平表示,中国互联网蓬勃发展,为各国企业和创业者

提供了广阔市场空间。中国开放的大门永远不会关上,利用外资的政策不会变,对外商投资企

业合法权益的保障不会变,为各国企业在华投资兴业提供更好服务的方向不会变。中国愿意

同各国加强合作,通过发展跨境电子商务、建设信息经济示范区等,促进世界范围内投资和贸

易发展,推动全球数字经济发展。 

其中,关于外资进入中国,一直是全球关注的重点。此前网信办主任鲁炜在国新办新闻发

布会上曾表示,中国对外开放的政策不会变,只要遵守中国的法律,不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不

损害中国消费者的利益,欢迎各国互联网企业在华发展、投资兴业。 

而对于跨境电子商务,胡钢认为,通过目前杭州、天津等地的跨境电子商务试验区,对于满

足中高收入人群的需求是很有好处的。但同时,发展跨境电子商务,意味着对跨境电子商务的

消费者权益保护,要有更严格的制度安排。目前,联合国专家组正在研究起草的消费者权益保

护公约中,有专门部分涉及跨境电子商务的消费者权益保护。 

在保障网络安全方面,习近平提出,中国愿同各国一道,加强对话交流,有效管控分歧,推动

制定各方普遍接受的网络空间国际规则,制定网络空间国际反恐公约,健全打击网络犯罪司法

协助机制,共同维护网络空间和平安全。 

刘权表示,开展网络空间治理,是为了网络空间能够更好地发展。网络空间治理和网络安

全的关系,实际上也是发展与安全的关系。发展与安全是“一体两翼、一车两轮”。加强国际

网络空间治理,完善网络空间对话协商机制,倡导尊重国家网络主权,制定全球互联网行为规

则,能够起到遏制信息技术滥用、减少网络空间军备竞赛、打击网络犯罪和网络恐怖主义的

作用,进而维护世界和平安全;网络安全的维护,能够进一步推动网络空间治理的有效开展。 

 

中国网络战略新平台 

值得注意的,世界互联网大会正在成为中国在互联网领域向世界发声的固定平台,沈逸称,

这是中国的一个战略平台。 

工信部电子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总工程师尹丽波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去年第一届

世界互联网大会,对国内外影响很广泛,引起了很大的关注。过去,世界各国对我们国家的网络

安全,信息化的发展,不是特别了解。但从去年开始中国在对外交流合作方面,走入了一个网络

治理对外交流常规化的新阶段。 

尹丽波还表示,过去的互联网对话,以国外提出需求,我们应对为主;现在我们更加主动发



起网络安全的共同治理,比如共同打击网络犯罪等等。 

21 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梳理发现,2015 年,中国与美国、俄罗斯、英国、韩国、东盟等国家

和地区进行了一系列的网络安全对话交流,达成了多项网络安全方面的对话与合作机制。中

国刚与美国达成了《打击网络犯罪及相关事项指导原则》。 

此外,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鲁炜和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当选全球互联网治理

联盟委员会成员。马云还在巴西举行的首次全体理事会上,当选联盟理事会联合主席。 

尹丽波称,这些活动和事件,标志着中国正在实际参与到国际互联网的治理当中去,在国

际上的话语权正在逐步加强。这背后的原因,是我国对网络安全重视程度的不断加深,和相关

机构设置的不断完善,在保证着我国对外交流常规化、和互联互通共享共治的共同治理原则

的落实。 

刘权表示,当前,我国在全球网络空间治理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如缺乏互联网关键资源、

技术和产业受制于人、国际标准和规则制定缺乏主导权、国际行为规则推广难度日益加大,

未来应该利用美国移交 ICANN 管理权等有利时机,推动加快改革当前网络空间治理体系的步

伐,同时也要加快研究提出一套既符合时代潮流又维护我国网络空间利益的治理体系,争取主

动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