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信息安全研究院副院长左晓栋
告诉记者，没 有 网 络 安 全 就 没 有 国 家
安 全 。 此 次 习 近 平 主 席 关 于 安 全 和 发
展 是“ 一 体 之 两 翼 、驱 动 之 双 轮 ”的 表
述 ，充 分 说 明 了 网 络 安 全 的 重 要 意
义 。 此 前 ，习 近 平 主 席 在 多 个 国 际 场
合 都 对 网 络 空 间 安 全 有 过 重 要 论 述 ，

但 本 次 大 会 是 第 一 次 对 我 国 网 络 空 间
安 全 的 立 场 主 张 进 行 全 面 阐 述 ，并 做
出 了 一 系 列 重 要 论 断 ，如 反 对 网 络 空
间 军 备 竞 赛 、维 护 网 络 安 全 是 国 际 社
会的共同责任等。

左晓栋认为，当前不同国家针对网络
安全的标准不同，做法也不同。有些国

家，既在网络空间发展防御性作战能力，
也发展攻击性作战能力；有些国家，只承
认窃取商业机密非法，对情报攻击、网络
军事攻击的非法性不予承认。这些都会
对世界的和平安全造成破坏。从这个意
义上来讲，此次我国在网络安全立场上
的 阐 述 ，是 进 一 步 明 确 基 本 立 场 和 主
张。这些立场和主张将构成我国参与网
络安全国际规则制订的基本出发点，统
一行动和思想，也为我国参加网络空间
国际事务提供了方针和指引。

新加坡《联合早报》助理副总裁、南洋理工大学
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兼任副教授周兆呈博士表
示，习近平主席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的主旨
演讲中，提出了共建全球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五点
主张。这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提出中国
对全球网络治理和发展的主张，格外引人关注，充分
显示出中国领导人对以网络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文
化合作、国际安全等重大议题的深入思考，并借此带
动新的国际规则的形成。这一思考基于中国自身网
络的蓬勃发展。中国 6.7 亿网民和 413 万家网站以
及新媒体终端的庞大体量，将推动互联网与中国经
济、社会的融合。与此同时，这也会对世界网络新格
局产生影响，需要在全球网络治理、彼此合作议事、
网络安全等方面制定出新的国际秩序空间。中国与
美国等网络大国未来在网络的规模效应和技术创新
方面既有竞争，也需要合作并建立起公平而高效的
网络安全和网络治理规则。

匈牙利著名学府罗兰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郝清
新表示，习近平主席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发表
的主旨演讲中谈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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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个不变给人印象深刻。正
是因为中国敞开大门，实行了符合中国国情的对外
开放政策，使中国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对外开
放是中国与世界互联互通的渠道，也是中国与世界
各国加强经济合作的重要窗口。在互联网时代，进
一步坚持和加强对外开放，对中国尤为重要。只有
这样，才能促进中国经济更进一步腾飞，并推动全球
数字经济更快发展。

中国主张引发国际关注
本报记者 刘 威 刘 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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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老的江南水乡小镇，成为全世界的
目光焦点。12 月 16 日，以“互联互通、共
享共治——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
主题的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在浙江乌镇
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开幕式并发表
主旨演讲。

习近平主席提出推动互联网全球治理
体系变革的四个原则：尊重网络主权、维
护 和 平 安 全 、促 进 开 放 合 作 、构 建 良 好
秩序。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同构建网络空
间命运共同体的五点主张：加快全球网
络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促 进 互 联 互 通 ；打 造
网 上 文 化 交 流 共 享 平 台 ，促 进 交 流 互
鉴 ；推 动 网 络 经 济 创 新 发 展 ，促 进 共 同
繁荣；保障网络安全，促进有序发展；构
建互联网治理体系，促进公平正义。

“四个原则”与“五点主张”，瞬间成为
与会嘉宾们讨论的“最热关键词”。“切中要
害，务实全面”“体现发展理念，展示责任担
当”“中国声音，大国风采”⋯⋯一个个评价
体现出与会嘉宾的认同与响应。

正如浪潮集团董事长兼 CEO 孙丕恕
所说：“习近平主席的这些论断，是中国对
互联网产业发展和互联网全球治理体系声
音的集中表达，为互联网产业和企业的未
来发展指明了方向，为互联网治理的国际
合作提供了指导，也为网络秩序的重塑奠
定了良好基础。”

互联互通拓展广阔新天地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站在战略高度，对
互联网企业如何利用互联网技术从事经济
建设、为用户服务，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360 公司董事长兼 CEO 周鸿祎的话，说出
了参会互联网企业家们的心声。

世界因互联网而更多彩，生活因互联
网而更丰富，中国互联网企业的“底气”体
现出中国在全球互联网共享发展中日趋
重 要 的 话 语 权 。 猎 豹 移 动 CEO 傅 盛 表
示，未来 10 年将是中国公司乘着“互联
网+”的浪潮改变世界的 10 年。“互联网和
移动互联网让世界变得更平，原有的区域
市场变成真正全球统一的大市场，任何一
家公司都可以在其中角逐自己的一席之
地，今天，中国互联网模式已经越来越显
示出自己的独特性和创造性，并开始引导
全球互联网发展。”

一系列“中国声音”让互联网企业明确
了自己的责任。桌面管理应用系统服务商
APUS 创始人兼 CEO 李涛表示：“无论是
填平数字鸿沟，共同推动全球网络基础设
施建设，还是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同各国加
强合作，这些都是互联网企业应该积极参
与并承担的责任。”

种种关于互联网未来发展的表述，被

互联网企业家们视为对产业发展方向的进
一步明确，其中也蕴含着大量机遇。快货
运副总裁李金城表示：“今天我听到要大力
发展分享经济，像是吃下了一颗定心丸。
分享经济是快货运所有创新实践推广的核
心基础，这让我们可以更加大胆地创新，用
移动互联网和大数据改造传统货运业。”

中兴通讯总裁史立荣表示：“习近平主
席提出共同推动全球网络基础设施建设。
如果将‘一带一路’比喻为经济腾飞的一双
翅膀，那么互联互通就是要打通两只翅膀之
间的血脉经络。目前‘一带一路’沿线65个
国家的固网宽带平均速率普遍在10兆至20
兆以下，只有部分国家部署了4G无线网络，
远远不能满足其用户日益增长的业务应用
需求。互联互通，需要设施连通，更需要信
息畅通。”

共享共治构建命运共同体

“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提法，说出了
我们的心声。”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表
示。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是此次大
会上的“新词”。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许耀桐
表示：“全球治理的前提是世界变得越来越
平，而互联网正是推动世界变平的主要工
具，因此多元共治、协同治理也就成为必
然，各国必须携手寻求利益的最大公约

数。互联网的大数据、信息储存处理和交
流能力，都让全世界因为互联网而联系得
更为紧密，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正是对互
联网时代国与国关系的准确描述。”

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被参会嘉
宾认为是探索制定新的国际网络规范和治
理体系的重要抓手。对于参会的外国嘉宾
们来说，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这一主
张，则被认为体现出了中国的大国风度和
全球视野。

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教授保罗·罗
默表示：“网络空间机遇与挑战并存，在自
由和秩序之间应当寻求平衡。我们必须携
手解决网络犯罪和侵犯隐私等问题，所有
参与这个过程的国家，都应该为他们向世
界提供的知识和服务感到自豪。”

美国布朗大学学生克鲁韦·韦莱因第
一次来中国，她告诉记者，只有在国际社会
的共同努力下，互联网空间才能健康高效
发展。对于互联网全球治理体系的表述，
充分体现了中国作为网络大国的担当。

智利交通电信委员会主席吉多希拉尔
迪则认为，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为未来的互
联网发展指明了方向。他对“促进公平正
义，反对单边主义和几个国家说了算”的主
张深表赞同，“智利同样贯彻网络管理中性
政策，中国的主张符合大多数国家的利益
和意愿”。

参会嘉宾热议习近平主席乌镇讲话——

“中国声音”开启互联网发展新篇章
本报记者 陈 静 崔国强

让 网 络 空 间 更 干 净 更 安 全
——多位专家详谈习近平主席主旨演讲五点主张

本报记者 陈 静 崔国强 中国经济网记者 杨 潇

北京大学新媒体研究院副教授田丽认
为，互联网一方面极大地促进了人类社会
的发展与繁荣，另一方面网络空间内新老
问题交迭。传统的安全风险、数字鸿沟与
信息霸权等问题不会自然消亡，军备竞赛、

跨境犯罪和恐怖主义等在网络空间延伸，
使人类社会面临新的风险与挑战。此外，
人类对互联网的积极利用也面临着新的合
作需求。在信息化和全球化共同的推动
下，数字经济和互联网产业正在从一国走

向世界，随着互联网对传统产业的带动效
应越来越明显，全球经贸和国际交流领域
的许多规则需要重新修订。

田丽指出，维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安
全与发展，迫切需要建立新秩序。网络空
间秩序的建立，要坚持多边、民主、透明原
则，实现权利与义务并行，安全与发展协
调，创新与普惠兼顾，和平与正义共担，引
导网络空间的健康发展。

习近平主席的演讲指出发展互联网
的 发 力 点 是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 发 展 互 联
网 的 基 础 设 施 需 要 多 管 齐 下 。 国 家 信
息 中 心 专 家 委 员 会 主 任 宁 家 俊 认 为 ，
近 年 来 我 国 网 络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快 速 推
进 ， 是 互 联 网 能 够 成 为 经 济 转 型 升 级

重要助推力的基础；但是，数字鸿沟依
然 存 在 ， 互 联 网 基 础 设 施 发 展 并 不 平
衡，城市和偏远乡村之间、中西部和东
部发达地区差距很大。

宁家俊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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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 意 味 着 ， 在 未 来 “ 一 带
一 路 ” 建 设 中 ， 数 字 丝 绸 之 路 也 会 有
相 应 的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 目 前 ， 中 亚 、
中 东 欧 的 一 些 国 家 ， 互 联 网 基 础 设 施
差 距 还 很 大 。 真 正 实 现 互 联 互 通 ， 需
要 加 大 资 金 投 入 、 加 强 技 术 支 持 等 。
在 这 个 过 程 中 ， 我 国 相 关 产 业 的 设 备
制 造 商 和 服 务 提 供 商 ， 也 将 加 快 “ 走
出去”的步伐。

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唐
绪军表示，互联网要在增进人类相互理解、
和平共处过程中，发挥积极的正能量。互
联网把人类各民族、各地区的文化连接起
来，形成“地球村”。风俗不同、文化各异，

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冲突和矛盾。要消弭冲
突、解决矛盾，办法就是习近平主席提出的

“促进交流互鉴”。各种各样的文化因交流而
相互理解，因理解而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各美
其美，美美与共。互联网是信息传播集大成的

最新工具，其使用的便利性和表现形式的多样
性，为文化的交流互鉴提供了最好的平台。

唐绪军还表示，在乌镇，先进信息传播
技术的代表们与优秀的中华古老文明相
遇，就是文化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本届
世界互联网大会也正是通过互联网架设起
的国际交流桥梁。“哈萨克斯坦总理马西莫
夫在开幕式上的汉语致辞，无疑是一种积
极响应。”

国家信息中心专家委员会主任宁家俊——

基础设施建设需多管齐下

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唐绪军——

为文化交流构建良好平台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所长鲁春从——

壮大网络经济 增强发展新动力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政策与经济研究

所所长鲁春从告诉记者：“根据我们的测
算，2015年我国网络经济总量将超过19万
亿元，同比增长超过 20%。”他认为，网络经
济目前展现出三大特性：一是网络经济是
技术经济范式的全新突破。二是网络经济

是经济社会发展形态的全新阶段。三是网
络经济为经济发展提供全新实施路径。

鲁春从表示，壮大网络经济对我国具
有重要意义。一是保障经济增速，促进经
济发展。近年来，网络经济对我国经济增
长的贡献作用不断加强。二是优化经济结

构，稳定发展前景。网络技术形成全新的
“关键生产要素”，为优化创新资源配置开
辟了新的空间。三是熨平经济周期，缓和
经济波动。2002 年至 2014 年网络经济
增速平均标准差为 1.82%，显著小于同期
GDP 增速标准差（2.30%），网络经济对缓
和经济波动具有显著作用。四是激发创
业热情，拓展就业模式。分享经济、众筹
等网络经济业态使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成
为现实。

中国信息安全研究院副院长左晓栋——

为参与网络空间国际事务提供指引

北京大学新媒体研究院副教授田丽——

亟待建立网络空间新秩序

主张一：
加快全球网络

基础设施建设，促
进互联互通

主张二：
打造网上文化

交流共享平台，促
进交流互鉴

主张三：
推动网络经济

创新发展，促进共
同繁荣

主张四：

保 障 网 络 安

全，促进有序发展

主张五：
构建互联网治

理体系，促进公平
正义

联想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柳传志接受场

外媒体记者采访。中国经济网记者 裴小阁摄

在论坛分会场观看直播的外籍嘉宾进行探

讨和交流。 中国经济网记者 裴小阁摄

华数数字电视传媒集团为本次大会提供独家网

络视频直播信号源。中国经济网记者 段丹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