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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各方 尊重网络主权

去年12月，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就提出，要推进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
变革，应尊重网络主权，维护和平安全，促进开放合作，构建良好秩序。

要想协调好全球网络治理、解决好网络安全问题，网络主权是绕不开的
话题。在论坛上，郝叶力指出，网络主权与互联网精神、人权和利益攸关方
是各国争议的三大焦点，体现出国家、国民和国际三大网络空间行为体的利
益诉求。要想建立稳定、和谐的网络空间，需要从上述三个视角出发，审视
网络空间的全貌。

据介绍，“三视角”理论从国家、国民、国际“三点”出发，用“三边”
连成一个稳定的三角形，将网络空间分成“三层”，即基础、应用和核心三个
层次。在不同层面区别对待、求同存异。“三点”在“三边”的框架内分“三
层”有效对话，从而跳出单点迷思和二元对立，达成和谐共治的稳定三角。

前美国陆军少将、现任帕洛阿尔托网络 （Palo Alto Networks） 公司副总
裁兼首席安全官约翰·戴维斯认为，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给网络空间安全带
来很大的不确定性。随着世界互联程度越来越高，各国对信息设施的依赖性
也越来越大。因此，这种不确定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一国的信息基础设施安
全。他认为，“三视角”的理论有助于更全面地认识和了解网络主权。

透明互信 完善网络治理

数据驱动的全球经济，将国家和地区间的网络安全威胁提升至空前的程
度，而全球的网络安全治理依然存在着不民主、不平等、不公平正义的现象。

可以有分歧，但不能没沟通。尽管各国的模式和方法各不相同，但加强
网络空间治理的愿望是一致的。对此，论坛上的专家学者认为，透明互信应
成为网络空间治理的基础。

“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安全取决于如何更好地治理互联网。”俄罗斯安全互
联网联盟总干事丹尼斯·大卫多夫认为，当前互联网是由美国主导的，互联网
治理模式也带有鲜明的美国印记，这不利于互联网的发展。他认为，互联网
治理必须以透明的方式来进行，国际社会需要厘清各自的角色，在通信、技
术、网络标准等方面承担相应的责任。

“我们要用网络政策来避免冲突，要增强彼此之间的理解，减少互相之间
的冲突和伤害。”荷兰莱顿大学教授罗杰·克里姆斯认为，在网络空间中，政
府要肩负起更多的责任，去应对网络攻击。同时，政府要在各个行为主体之
间进行沟通，部署各自的能力。

美方发言人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他们认为，在网络空间治理过程中，
应当发挥企业的创新作用。中国和美国政府都应当同信息与通信技术公司以
及民间团体进行合作。

网络空间规则的确定，也是与会专家学者关注的焦点之一。军事科学院
《外国军事学术》副总编陈婷表示，现有国际法在网络空间的适用存在很大问
题。即技术能力强的国家，能够发现攻击的源头，确定打击目标，并依据国
际法对攻击方实施反击；技术能力弱的国家遭到了攻击，将没有任何反击的
手段。这会使技术强的国家同时占据了技术和道德上的优势。

约翰·戴维斯则认为，互联网的相关规则，首先要保证不能在网络空间攻
击一个国家重要的基础设施，不能通过窃取知识产权获取商业利益，不能阻
挠合理的执法行动。

尊重差异 加强国际合作

完善全球互联网的治理体系，维护网络空间秩序，离不开各国的开放合
作。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就提出了“促进开放合作”的全球互联网治理体
系变革原则，提倡推进互联网领域的开放合作，让更多国家和人民搭乘信息
时代的快车、共享互联网发展成果。

“各国对网络安全的痛点不一样，国际社会应当尊重和理解各国的不同关
切。”郝叶力说，在全球化时代，网络主权具有可分性，核心层具有不可侵犯
的排他性，物理层和应用层具有开放共享的让渡性。既不允许滥用互联网的
联通性，挑战主权国家的核心利益，也不能以传统主权的排他性，动摇全球
一网的基础平台。

郝叶力说：“秩序的建立和形成需要外力，需要国家、政府层面制定规
则，技术本身不会提供秩序和安全，需要主权来提供相应的法律保障。”她认
为，强国和弱国、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各自的痛点和利益关切是不一样
的。目前，美国应该主动释放安全的保障，填平鸿沟。

原美国国土安全部网络安全部门
副部长、现美国东西方研究所全球副
总裁美国发言人布鲁斯·麦康纳认
为，大国在网络空间中有共同的利益
交汇点，应该以合作的方式展开讨
论，解决彼此之间的分歧。

“尽管我们有很多差异，有很多
阻隔，有些是看得见的，有些是看不
见的。但我们应当相互沟通，做好自
己的事情，用更深入的做法来解决问
题、取得进展。”美国信息技术行业
协会总裁兼 CEO 迪恩·高菲尔德表
示，郝叶力提出的“三视角”理论框
架，非常具有创新性，共享信息、共
享想法是能够推动创新的。网络安全
方面的进展，需要通过政府、公民、
企业的共同努力。

一排工位，一杯咖啡，一群怀揣梦想的年轻人
……随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不断升温和全民创
业时代的来临，这样的场景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中国城
市的各个角落，成为我们如今所说的“众创空间”。

什么是众创空间？简而言之，就是一个通过市场
化机制、专业化服务和资本化途径构建而成的开放式
创业服务平台。它不仅可以从政策、租金、运营等方
面为创业者保驾护航，还能为创业项目提供法律、会
计、战略设计、市场策划等具体化的一站式服务。

作为顺应时代潮流的产物，众创空间近年来展
现出高速发展的态势。根据科技部部长万钢在 2016
年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所提供的数据，目前全国各
类众创空间已超过 2300家，这些众创空间不仅孕育
出许多优秀企业，对于提升地方经济增长、带动社
会就业、促进创新发展等都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已经成为中国创业服务链条和创新生态的重要一环。

然而，作为大众创新的策源地之一，过去有关
部门从保护、培育创新的角度出发，给予众创空间
较大的发展自由，这在促进众创空间快速发展的同
时也带来了一定的隐忧。

一方面，质量良莠不齐、缺乏淘汰机制成为制
约众创空间发展的瓶颈。在目前的众创空间中，相
当大一部分是由政府、国企主导建立起来的。但部
分地区的众创空间建设过于追求数量，忽略了对众
创空间质量和发展能力的提升，同质化严重、缺乏
核心竞争力的弊端就逐渐显现出来；另一方面，许
多众创空间还存在“有名无实”的问题。有些地方
的众创空间里进驻的并不是创业项目，而是以众创
空间之名、行商业地产之实，更有一些众创空间名
为促进创新创业，实为套取政府支持资金，这种

“挂羊头卖狗肉”的图利行为被业内所普遍诟病。
应该说，出现这些乱象与过去对众创空间的

“放养式”管理不无关系。而出台相应的发展标准，
对其进行规范化管理就成为必然。根据媒体报道，
日前，科技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中心负责拟定了
一份众创空间标准，这份标准包括了3个层面：“入
库标准”——算不算众创空间，要定一个标准；“示
范标准”——算不算优秀众创空间，要定一个标
准；“服务标准”——全国众创空间服务指南性的指
导标准。可以看出，这份标准正是为了针对性解决
目前众创空间各种乱象而制定的。通过标准的制
定，众创空间身份认定问题将得以解决，从而消除了部分鱼目混珠的可
能。同时，它还统一了何为“优秀的众创空间”的考核标准，为地方补
贴政策提供了导向性参考。

对于这份标准，有人叫好的同时也不乏有质疑的声音。这些质疑的
主要出发点在于，众创空间是一个激发创意、培育创新的地方，它们需
要一个充分自由的环境，而标准的制定无疑束缚了这种自由。

这种担心不无道理，过度的规范的确会导致众创空间放不开手脚，为
符合行业标准被迫“削足适履”，从而影响创新成果的孵化。然而，我们不
能“因噎废食”，担心规范化管理可能带来的负面效果而任由乱象发展。这
也提醒有关部门，在制定标准的过程中把握一个合理的“度”，既要有效遏
制行业发展的各种乱象，又能保留足够大的政策空间，让其自由发展。

经验证明，完全放养与过度规范都会对一个行业或领域产生负面影
响，众创空间也不例外。而经过早期放养式发展的众创空间，规范化管
理似乎更应该成为当下的必然选择。

哈佛大学贝克曼互联网与社会研究中心的创始人乔
纳森·吉特仁说，吉米·威尔士是人类知识史上最伟大的
创造之一，他不仅是一位互联网企业家，更是一位向往
自由的理想主义者。

与其他计算机专业出身的互联网企业家不同的是，
维基百科创始人吉米·威尔士是一名印第安那大学毕业的
经济学博士。1966年，吉米·威尔士出生于美国阿拉巴马
州的一个名叫汉斯维尔的偏僻小镇，童年在母亲及祖母
经营的小型私校受教育。1994 年，威尔士离开学术界决
定从商，并前往芝加哥发展，而直到 1998年恰逢万维网
的蓬勃发展时期，吉米·威尔士移居圣地亚哥并开了一家
网络公司，才算是正式开启了他的互联网之旅。

威尔士对于“任何人都可以编辑的在线百科全书”
这个概念非常迷恋，他的童年是看着父母的贴满了书签
的世界百科全书长大的。1999 年一则轰动一时的关于

《大英百科全书》全卷上网供人免费查询与下载的新闻带
给他启迪，令他萌生了建立一个真正“开放、免费”的
网络百科全书的想法。虽然最终这场 《大英百科全书》
网络版的免费午餐未能持续太久——仅两年后，网站便
由于经营困难而不得不向用户收费。但是，在吉米·威尔
士的努力下，一个全新的免费在线百科全书网站由此诞
生，这便是维基百科的前身。

然而，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威尔士在网站上线之
初发现精英路线走不通时，一直饱受困扰。直到不久

后，当他发现了维基——一个源代码开放的合作软件
时，这一切问题才迎刃而解。2001 年 1 月 15 日，英文版
的维基百科全书正式问世了。

如今的维基百科已经有了285种不同语言的版本，每
个月有超过200亿的浏览量和约5.16亿个独立访客。它是
世界上访问量排名第五的网站，排名仅次于谷歌、雅
虎、微软和脸书。据相关人士估算，如果维基百科要刊
登广告，其价值最多可达 50亿美元。可是，如果要把维
基人无私奉献的劳动成果公然地进行商业贩卖，这便背
离了威尔士创建维基百科的初衷。

纽约科技顾问公司的主管兼雅虎董事之一的迈克尔·
沃夫说，“这件事矛盾的地方在于，阻止维基百科发展成
为一个富有的盈利企业的东西，正是那些让它如此有价
值的东西。”作为维基百科的创始人及世界上最著名的宣
传互联网自由的巡回演讲者，威尔士被评为“全球青年
领袖”的称号，甚至登上了 《时代》 杂志所评出的

“2006年最具影响力的 100个人物”的榜单，可是他的个
人净资产只有100万美元左右，与其他身家过亿的互联网
企业家们赚的钱相比不值一提，他也因此被人笑称是唯
一一个举世闻名却不是亿万富翁的互联网家。

虽然创立维基百科未能让吉米·威尔士跻身亿万富翁
的行列，但是威尔士依然会为了他理想中的互联网——一
个不被企业或政府的私人利益禁锢的世界而奔走，宣传关
于自由互联网的言论，以求得到更多人的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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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治理：“存异”中寻求共 识
本报记者 刘 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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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时代，国家主权已从领土、领空、领海等领域拓展到“信息边疆”等新领域。互联网把世界变成

了“地球村”，为世界各国的互相了解和交流提供了平台。但同时，网络安全等问题也给各国的互联网治理

带来了新的挑战。

近日，在第四届中国互联网安全大会“观潮”论坛上，来自中国、美国、俄罗斯、欧盟等多方的智库与

专家，就全球网络治理、网络安全等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国际战

略学会高级顾问、“观潮”2016洲际论坛主席郝叶力提出的“三视角”理论，获得了各国专家学者的认同。

人民日报海外版官网海外网举办的2016“映像

中国”——中国企业海外建设成就图片展暨拉美中

国电影展，8月来到了拉丁美洲的巴西和阿根廷，与

拉美人民和国外游客亲密接触。 陈 婕摄

◀阿根廷布
宜诺斯艾利斯的
小朋友

◀阿根廷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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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朋友

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一家人 巴西里约奥
运会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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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米·威尔士：

用互联网编织理想
张致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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