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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华盛顿12月2日电（记者林小
春、刘劼） 为期一天半的第七届中美互联
网论坛 2 日在华盛顿开幕。此次论坛的主
题为“对话与合作”。中国国家互联网信
息办公室主任鲁炜、美国副国务卿凯瑟
琳·诺韦利出席论坛并发表演讲。

鲁炜在题为 《沟通中互信 合作中共
赢》的主旨演讲中指出，随着互联网突飞
猛进的发展，中美网络关系受到前所未有
的重视和关注，已经从商业的合作、民间
的沟通，上升为两国交往的重点、各方关
注的焦点，成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
内容，很大程度影响着两国的未来。

鲁炜说，新时期的中美网络关系，总
体向好、稳步向前，但前进途中时有坎
坷，主要呈现两大特征：一是深度融合、
利益攸关。中美两国在网络空间你中有
我、我中有你，已经成为密不可分的发展
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中国
是美国互联网企业的最大境外市场，几乎
所有的美国知名互联网企业都在华享有巨
额收益。美国是中国互联网企业境外上市
的主要目的地，中国互联网企业在美上市
近 50 家，总市值近 5000 亿美元，美国股
民分享了中国互联网市场发展的红利。二
是存在分歧、时有摩擦。正是因为中美互
联网融合得越来越深，交流得越来越广，
联系得越来越紧，我们的不同点才容易被
放在放大镜和聚光灯下，加上文化的差
异，一些问题自然就出现了分歧。但刻意
夸大分歧，不仅无益于中美网络关系，也
无益于世界互联网的共治和发展。

鲁炜还提出中美互联网交流五点主
张：一、彼此欣赏而不是互相否定。中美
应欣赏对方的优点，借鉴彼此的经验，而
不是去否定对方、改变对方；二、互相尊

重而不是对立指责。在网络空间，应当彼
此尊重网络主权，彼此尊重对互联网治理
模式的选择，彼此尊重在网络领域的重大
关切，彼此尊重在网络文化上的差异，深
入沟通，增进理解，扩大共识；三、共享
共治而不是独善其身。网络空间也许不会
因为大国之间的和睦而和睦，但一定会因
为大国之间的不信任，而乱象丛生、混乱
不堪。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决不能为了自
身发展而遏制别国发展，决不能为了自身
安全而侵犯别国安全；四、沟通互信而不
是相互猜疑。在网络安全问题上，中美应
更多地沟通，更多地互信，共同打击网络
犯罪、网络攻击、侵犯隐私等行为，共同
保护知识产权，严厉打击网络恐怖主义，
让互联网成为阿里巴巴的宝库，而不是潘
多拉的魔盒。只要我们拿出智慧和勇气，
网络安全不仅不会成为中美关系的分歧
点，而且会成为中美合作的新亮点；五、
合作共赢而不是零和博弈。正是因为有广
泛的差异性，两国才拥有更强的互补性，
才拥有合作共赢的无限可能。

诺韦利说，中美应该在互联网领域合
作，两国也正在很多领域进行合作。除了
应在技术方面保持合作以外，中美在网络
安全方面也有很大合作空间和共同利益。
两国都是网络攻击行为的受害者，需要像
朋友一样携手共同努力。

中美互联网论坛由中国互联网协会和
美国微软公司联合举办，已成为中美在互
联网领域开展交流合作的最重要平台之
一。来自中美两国知名互联网企业、行业组
织、学术机构和政府相关部门的150多名代
表参加了本次论坛，他们将围绕大数据和
云服务、互联网接入、互联网治理和经济发
展与社会利益等议题进行探讨交流。

第七届中美互联网论坛12月2日至3日在美国
首都华盛顿举行。就中美网络关系现状及如何寻
求共识、管控分歧，让互联网成为两国构建新型
大国关系的积极推动力成为本届论坛的关注焦点。

坦诚对话 共筑互信

随着互联网突飞猛进的发展，中美网络关系
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关注。中美互联网关系已
经从商业的合作、民间的沟通，上升为两国交往
的重点、各方关注的焦点，成为中美新型大国关
系的重要内容，很大程度影响着两国的未来。中
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鲁炜指出，中美网
络关系稳步向前的同时，“有信心，却缺信任”，
这是当前中美网络关系中躲不开、绕不过的问题。

美国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主任詹姆斯·安德
鲁·路易斯对本报记者表示，鲁炜的讲话体现了中
国致力于为中美两国共同面临的互联网挑战提出
解决方式的积极姿态。中美在互联网合作过程中
所面对的问题本身是困难且需要时间去解决的，
美中应该建立合作机制和程序。

奇虎360董事长周鸿祎从业界的角度分析了政
府间互信对产业良性发展的积极推动作用。他告
诉本报记者，过去中美之间就互联网领域存在的
争论引发两国政府间不信任，在政府间相互指责
的大环境下，公司也可能会将在对方市场的不成
功归结为这种不信任。今天参会的各方的观点都
十分明确，即如果能多一些相互的理解和彼此的
尊重，美国企业会因此受到鼓舞，更加愿意到中
国与本土企业合作。相应的，也会有更多中国互
联网企业进入美国市场。

中美互联网合作前景广阔

正如鲁炜所说，中美两国在网络空间已经成
为密不可分的命运共同体。中国是美国互联网企
业的最大境外市场，几乎所有的美国知名互联网
企业在华享有巨额收益，美国有近千家投资基金
把中国作为重点，触角遍布中国互联网各领域。
美国企业的兴衰与中国市场紧紧相连。

美国副国务卿凯瑟琳·诺维利在讲话中表示，
美中在共同推动互联网发展方面可以有很多合
作，例如共同推进宽带的建设。路易斯指出，美

中企业可以共享在共同建设宽带基础设施方面的
“红利”，在这一过程中美中企业也将在实践中提
高互信。

微软公司全球副总裁沈向洋说，前不久参加
在中国乌镇举行的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他感受
到的是兴奋。沈向洋说，在中国发生着的全新的
商业模式以及网络用户行为，从未出现在类似美
国或者西欧国家的成熟市场。中国有整整一代人
出生并成长在移动平台的时代，一个连接着云并
使用云服务所提供的数据分析与帮助的移动平道
时代，这将大大加速新技术被接受和采纳的速度。

周鸿祎告诉本报记者，未来智能硬件制造中心
一定在中国。未来可能会出现美国设计师、中国工
程师、中国的生产制造加美国的行销这样的组合，
这将会是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

互联网治理机制需要新模式

自 1994年中国正式接入互联网，过去 20年的
发展历程中既有鲜花也有荆棘。互联网用创新带
动中国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网络空间治理的难
题。中美由于国情不同，两国在互联网安全等问
题上存在认识分歧。今年上半年，美国司法部以
所谓网络窃密为由起诉5名中国军官，使得中美网
络安全工作小组工作不得不暂时停摆。

鲁炜 2日下午应邀在乔治·华盛顿大学演讲并
接受观众提问时指出，中美两国政府要共同定规
则，减少互相指责。我们要加强管理，加强法制，要
共享共治。应彼此尊重网络主权，彼此尊重对互联
网治理模式的选择。中国向美国学习网络空间的管
理，但不是照搬美国的模式。美国有美国的模式，只
要符合美国人民的愿望，这个模式就是个好模式。
中国有中国的模式，中国的互联网经济在20年里发
展这么快，就证明中国的模式是正确的。

路易斯表示，美国需要意识到现在的互联网
是世界的互联网，需要新的全球管理，而不是以
往以美国为中心的管理方式。“出于对一些国家会
破坏网络创造性的担忧，真正做到这一点很难。”
另外，路易斯指出，互联网名称和数字地址分配
机构 （ICANN） 并没有问题，问题是该机构应该
向谁汇报，如果不再向美国政府直接汇报，该机
构应该由哪个机构来管理，是现在仍不清楚的一
个问题。 （本报华盛顿12月3日电）

一、彼此欣赏而不是互相否定
二、互相尊重而不是对立指责
三、共享共治而不是独善其身
四、沟通互信而不是相互猜疑
五、合作共赢而不是零和博弈

中美在网络空间成命运共同体中美在网络空间成命运共同体
本报驻美国记者 陈丽丹 李博雅

外媒热议——
赞鲁炜对网络发展认识精确

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鲁炜 12
月 2 日在华盛顿举行的第七届中美互联网论
坛发表主旨演讲时称，“有信心却缺信任”是当
前中美网络关系中躲不开绕不过的问题，并以
中国古代“疑人偷斧”的故事为例，阐述信任在
中美网络关系中的重要性，“中美互联网领域
的合作前景一定比太平洋还要宽广”，并呼吁
中美之间“合作共赢而不是零和博弈”。

“疑人偷斧”的形象比喻引起了外媒对中
美在互联网领域互信合作的热议。“中国和美
国在网络安全方面 90％的理念是有共识的，
但也存在10％的分歧。中美是命运共同体，如
何建立相互的信任是当务之急。”网络《美国之
音》网站在其为此次中美互联网论坛撰写的文
章中提到，中国负责网络的高级官员在美国表
示，在国际互联网世界的游戏法则中，最重要
是尊重各国的主权。

自从今年 5 月美国以网络窃密为由宣布
起诉五名中国军官以来，中美两国在网络安
全方面的对话一度停滞。中国外交部在11月
的发布会上曾表示，中国是遭受境外网络攻
击最多的国家之一，攻击主要来源为美国。

香港 《星岛日报》 分析认为，鲁炜是 APEC
会议后首次访美的中国正部长级官员，讨论
的是中美之间搁置良久的网络问题。正如鲁
炜在会场表示，“他此次访美正是对中美恢复
对话的一种身体力行的表态”。

香港 《星岛日报》 则认为，此前的乌镇
峰会，已经标志着以美国为首的互联网治理

“单极时代”开始走向终结。《新美国人》 网
站也撰文引述鲁炜的演讲，呼吁美国同中国
在技术，尤其是互联网方面加强合作。

今年初，中国成立了中央网络安全和信
息化领导小组，本届论坛是该小组成立以
来，中美两国互联网最高峰的对话和交流之
一。外媒也对“中国网络高级官员”此次在
美国的大气亮相予以关注。

《纽约时报》网站称鲁炜展现了对网络和
社交媒体的精准认识。牛津大学的研究学者
罗希尔·克里米尔斯也表示：“鲁炜不仅展现
出了对网络和社交媒体的了解，也展现出了
对其在国际上发展动态的理解。”

业界振奋——
布局海外推动全球互联网繁荣

据悉，本次中美互联网论坛的主题为
“对话与合作”，下设“大数据和云服务”、

“互联网接入”、“互联网治理”和“经济发展
与社会利益”等四个分论坛。

在美期间，中方代表团还将与微软CEO
纳德拉、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
Facebook 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亚马逊公司
创始人贝索斯、高通公司董事长雅各布、
IBM 董事长葛睿兰等美国互联网旗帜性人物
进行会谈交流。

作为本次中国互联网企业代表，360 董
事长周鸿祎表示，中美互联网论坛为中美两
国互联网业界的交流与合作提供了一个平
台，这是中美互联网从业者相互交流、紧密
合作、共享技术成果的机会。“移动互联网的
发展带来了智能硬件的繁荣，产生海量、多
样的大数据，将使人们共同进入一个万物互
联的大数据时代。”

此外，周鸿祎透露：“360也在积极布局
海外，包括将免费杀毒的理念带到了美国市
场，为美国网民提供优质、免费的网络安全
提供产品和服务，我们希望通过中美互联网
论坛这一平台，与两国的互联网企业加强交
流，共同探讨互联网行业新的趋势，新技术
和新的理念，推动中美乃至全球互联网的繁
荣与发展。”

互联网实验室董事长方兴东表示：“鲁炜
主任的发言有高度、有体系、有亮点，体现

出中国在网络治理方面，越来越自
信，越来越有底气。对于双方现状

‘有信心却缺信任’的评价准确到
位。”

鲁炜赴美参加论坛前一天的深
夜赴“车库咖啡”与年轻互联网创
业人交谈，给了当晚正巧在现场的
年轻创业者们很大的鼓励。他们非
常关注此次论坛，在微博和微信圈

里热烈留言，并表示希望有机会与美国大
学 生 和 年 轻 创 业 者 进 一 步 加 强 联 系 和 沟
通，也欢迎更多的美国大学生和创业者选
择中国。

学者点赞——
中国“互联网外交年”体现

大国担当

经过 20 年的飞速发展，中国有 400 万家
网站，6 亿多网民，比网
民数量排名前 10 位中其
他 9 个 国 家 的 总 和 还 要
多；中国有海量的网络信
息，有 5 亿微博用户、5
亿微信用户，每天发送信
息量达到300多亿条。

中国的角色，不只是
参与者，更是引领者、协
调者。在短短 12 个月时
间里，鲁炜在首尔参加中
韩互联网圆桌会议，在伦
敦出席 ICANN 高级别政
府会议，6月 26日出访新
加坡、9 月 18 日出席中
国-东盟网络空间论坛，

以及日前在乌镇成功举办的世界互联网大会
和现在的中美互联网论坛。国内学者盛赞：
为推动互联网的国际间携手发展，中国互联
网管理部门积极奔走。“说这一年是中国的

‘互联网外交年’，恰如其分”，“有大国的担
当和自信！”

对于鲁炜的讲话，学者们给予积极的关
注。中国科学软件研究所研究员丁丽萍表
示：“希望中美强强联合，打击网络犯罪、共
享技术和人才，繁荣和发展互联网经济，实
现共赢。”

也有学者非常认可鲁炜在主旨演讲中的
结语所说：“华盛顿有句名言，‘衡量朋友真
正的标准是行动而不是言语。’中国人也讲，

‘行胜于言’。”并表示“沟通的成果更重要体
现在行动上，中国互联网管理部门在行动，
中国在行动”，“对于中美互联网的美好未
来，在沟通中形成互信，在合作中就一定会
共赢！”

鲁炜讲“疑人偷斧”巧喻中美亟待共筑网络互信

各界对中美网络合作反响热烈
本报记者 徐 蕾

第七届中美互联网论坛在华盛顿举行第七届中美互联网论坛在华盛顿举行

中方提出中美网络关系五点主张中方提出中美网络关系五点主张

图片来源：千龙网图片来源图片来源：：千龙网千龙网

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鲁炜出席论坛并发表演讲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鲁炜出席论坛并发表演讲。。

鲁炜应邀在乔治鲁炜应邀在乔治··华盛顿大学演讲华盛顿大学演讲。。

微软 CEO 资深顾问克瑞格蒙迪
在论坛上致辞。

中国互联网协会理事长邬贺铨
在论坛上致辞。

中国互联网协会理事长邬贺铨
在论坛上致辞。

微软执行副总裁沈向洋在论坛
上致辞。

美国副国务卿凯瑟琳·诺维利
（右） 出席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