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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nternet power, China must strengthen its right to speak in the global governance of the Internet and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 fair, just and reasonable new order of global Internet governance 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ing into an Internet power. 
The paper discusses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the global governance of the Internet, and explores the path of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the 
global governance of the Internet, with a view to providing references for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the global governance of the Inte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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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参与互联网全球治理的路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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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作为互联网大国，在向互联网强国发展过程中，必须加强在互联网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积极参与构建一个公平、公正、
合理的互联网全球治理新秩序。论文论述了中国参与互联网全球治理，探究了中国参与互联网全球治理的路径，以期为中国
参与互联网全球治理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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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全球治理当中，互联网治理是新兴的领域。伴随着

互联网与各国政治、安全、经济、社会不断地融合，互联网

治理成为全球关注的重要课题。互联网全球治理以 2016 年

ICANN 管理权的移交作为标志，从此迎来了互联网全球共同

治理的时代。自从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国家对互

联网发展和治理的问题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并在国家十三五

发展规划当中把建设互联网强国目标纳入其中，互联网强国

的建设已经成为国家信息化发展的战略目标。目前，互联网

全球治理的发展正处于转型过程当中，这从客观上给中国提

供了契机，让中国能参与新一轮的互联网全球治理中，参与

互联网全球治理制度的建设和完善中，促进全球互联网多边

治理新秩序的构建。因此，论文对中国参与互联网全球治理

路径的分析具有现实意义。

2 中国参与互联网全球治理的概述

互联网诞生于冷战时期的美国，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互

联网改变了世界，实现了地球村的预言。但同时互联网在对

整个世界进行连接的过程中，也使互联网治理问题变成了一

个全球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构建公平合理的互联网全球

治理体系是十分迫切的需要。互联网全球治理不仅仅是对互

联网进行治理的问题，还是国际关系的问题。互联网全球治

理需要在全球范围内对互联网进行治理，打破了地域范围的

限制，突显出互联网无国界的特性，要从全球着眼来进行治理。

互联网全球治理需要广泛的参与方，在治理的过程中需要多

边参与，发展中国家也需要有同等的发言权。在当前国际关

系的背景下开展的互联网全球治理，使国际关系格局对其有

着重要的影响，但同时也可以以此作为突破口来对国际关系

进行重新构建。基于此，对于互联网全球治理不但需要对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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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技术资源方面配置的关注，还需要对互联网全球治理秩序

的重构进行关注 [1]。

经过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普及，中国已经成为互联网大

国，但是中国却不是互联网强国，中国在互联网核心技术掌

握、关键资源分配等方面都还处于起步阶段，中国要想变为

互联网强国，需要积极参与到互联网全球治理当中，积极促

进互联网全球治理的发展。在当前互联网空间全球治理中存

在着一系列的冲突矛盾，主要体现在国家互联网主体同多元

治理主体之间，互联网发达国家同互联网发展中国家之间等，

极端重要的互联网空间以及混乱的互联网全球治理局面，使

各层面主体展开了激烈的角逐。中国互联网产业的快速发展

使中国不可避免地进入到这一激烈角逐当中。在互联网全球

治理过程中，中国参与的程度与中国互联网产业的发展、中

国崛起的程度、互联网全球治理的模式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中国在互联网全球治理进程中从被动的跟随者，到治理的积

极参与者再到治理的建设者。

3 中国参与互联网全球治理的路径
3.1 倡导网络主权理念

在互联网全球治理领域，倡导网络主权，呼吁国家要处

于主导地位。当前国际互联网治理领域对互联网主权问题主

要有两种认识，一种是网络自由论，对网络主权进行了否认，

把互联网作为公共领域，但是对国家在网络中的主权又持坚

决维护立场，在全球网络空间当中利用先发优势无限扩展自

己的主权边界；另外一种是中国倡导的网络主权论，这一论

点得到了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可。在当代国际关系当中，中国

坚持认为联合国的主权平等原则是基本的准测，该原则也适

用于网络空间。中国倡导的网络主权论尊重各国对网络发展

道路的自主选择，对网络管理模式进行自主选择等，在参与

国际网络空间治理权利时各国享有平等的权利，不能进行网

络霸权，不对他国内政进行干涉，不从事和不支持危害他国

国家安全的网络行为。在互联网全球治理领域出现国家本位

呼声的情况下，中国始终坚持并倡导网络主权理念，有利于

构建由国家主导的互联网治理体系 [2]。

3.2 在互联网领域强化核心技术的掌握

凭借着互联网核心技术与垄断着互联网关键资源，发达

国家在对互联网技术进行创新、制定行业标准等方面有着非

常显著的优势，这使其在互联网全球治理过程中形成了比较

强势的地位。

例如，在全球共有十三个关键基础设施的根服务器，美

国就有十个。在互联网核心技术上，美国等发达国家在软硬

件核心生产中占据产业链的高端位置，如微软、英特尔等互

联网企业，发展中国家则处于被动发展和使用这些核心技术

的局面中，基于此，中国对于互联网核心技术的研发和创新，

需要从多个层面来进行，培育国家的领军企业，加强人才的

培养，从而增强在互联网治理中的话语权。

中国要强化互联网自主创新能力的建设，对互联网科技

人才的培养要给予高度的重视。从古到今人才都是国家发展

的第一资源，互联网发展和关键基础建设需要互联网人才作

为关键的支撑，促使中国人民能充分利用现代网络基础设施。

对全球科技发展的大势要进行准确的把握，加大对研发关键

技术的资金投入，加大对人才队伍的建设。要以“互联网 +”、

数字“一带一路”等战略发展为契机，加强对核心技术的突破，

做好产业培育，为经济的转型发展注入科技的力量。作为高

科技产业，互联网各种新技术的应用需要激发企业家、科研

人才等的积极性，为各种新技术的应用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建立完善额互联网发展制度，注重人才的引进和培养。互联

网的发展需要培养人才的创新精神，并给予强有力的创新支

撑。组建产学研用联盟，不断突破核心技术，互联网核心技

术受制于人是发展中的最大隐患，相当于别人掌握着发展的

命门，中国要想在互联网全球治理中掌握主动权，保障国家

安全、互联网安全，就要掌握核心技术。要加强企业之间的

协同合作，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一起攻破技术难关，形成

互联网企业之间的协同效应。在对核心技术攻坚过程中要积

极参与到制定互联网领域的技术标准中，加快研究成果的转

化，用科技实力来提高中国在全球互联网治理的话语权，把

握规章制定的主动权，要在互联网全球治理起步阶段提供技

术和人才支持。

3.3 构建合理完善的互联网安全国际机制

互联网具有开放性、共享性等特点，这使互联网安全是

全球面临的挑战，需要加强国际合作来共同解决。当前联合

国已经在这一问题上有了一些探索，如 IGF 国家会议等，国

际上的合作能加强对网络犯罪的共同打击，在一定程度上有

助于维护国际互联网安全，但是还是呈现着碎片化的特征。

对于网络安全问题的解决，需要加强国际社会的对话，形成

合力，促进构建合理完善的互联网安全国际合作机制，使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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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网法律体系不断国际化 [3]。

3.4 促进互联网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在互联网全球治理新秩序的建立过程中，中国和大多数

国家都有着共同的利益，有着比较广阔的合作空间。在互联

网治理方面，中国要加强国际交流和合作，充分发挥不同层

面主体的作用，一起对互联网治理的技术、组织等进行探索。

加强利益相关方的合作，除了联合国框架系统内的治理机构

外，更要加强多边合作交流，在一些相关议题上达成共识，

推动构建更合理的互联网治理新秩序。支持互联网治理方面

的国际组织建设，对各国的公共政策进行协调。中国要加强

和俄罗斯、南非等新兴国家的合作，促进新兴国家在互联网

治理方面的共识，增加话语权，如举办新兴国家的互联网圆

桌会议。中国作为崛起的互联网大国，在 2014 年成功主办了

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中国提出了互联网全球治理的中国方

案，使互联网全球治理有了一个中国平台。通过一系列会议

展现了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为了获得更广泛的认同，中

国可以积极推动互联网企业、科研机构等非政府主体在网络

治理当中的活跃角色，贡献他们的力量，提高中国在互联网

全球治理中的影响力 [4]。

4 结语

中国作为新崛起的互联网大国，需要积极开展互联网全

球治理相关交流与合作，有效发挥各国政府、互联网企业、

行业组织等多主体的作用，共同探索互联网治理的技术、组

织架构等，在促进互联网全球治理新秩序建立的过程中，中

国积极倡导网络主权理念，在互联网领域强化核心技术的掌

握，构建合理完善的互联网安全国际机制，促进互联网领域

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成为互联网全球治理的建设者，加强与

众多国家的交流合作、扩大共识，构建多边、公平的互联网

治理新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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