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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社会世界高峰会议 

2003年 日内瓦 – 2005年 突尼斯 

 
文件 WSIS-II/PC-3/DT/10-C 
2005年9月23日 
原文：英文 

 

A分委员会（互联网治理）主席 

第三章：互联网治理 

主席文件 
 

1. 引言 

39. 我们重申2003年12月信息社会世界高峰会议日内瓦阶段会议阐述的原则，即互联网的

国际管理必须是多边的、透明和民主的，并有政府、私营部门、民间团体和国际组织的充分

参与。它应确保资源的公平分配、促进普遍接入，并保证互联网的稳定和安全运行，同时考

虑到语言的多样性。  

40. 我们感谢联合国秘书长成立互联网治理工作组（WGIG）。我们赞赏主席和成员所开

展的工作及其报告。 

41. 我们注意到WGIG的报告力图对互联网治理确定一个工作定义，并帮助确定了与互联

网治理相关的公共政策问题。该报告还使我们明确了解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政府、现

有的政府间和国际组织、其他论坛以及私营部门和民间团体各自的作用和责任。 

42. 互联网治理是由政府、私营部门和民间团体通过发挥各自的作用制定和实施的，他

们秉承统一的原则、规范、规则、决策程序和计划，为互联网确定了演进和使用形式。 

2. 利益相关方 
43. 我们重申互联网的管理包含技术和公共政策两个方面的问题，并应有所有利益相关

方和相关政府间和国际组织的参与。会议就此认为： 

a) 与互联网相关的公共政策问题的政策权力为国家主权。各国有权利和责任处理与国际

互联网相关的公共政策问题； 

b) 在技术和经济领域，私营部门应一如继往地继续在互联网的发展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c) 民间团体也在互联网事务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社区层面尤其如此，并应继续发挥

这一作用。 



2 
(WSIS-II/PC-3/DT/10-C) 

 

Y:\APP\PDF_SERVER\Chinese\In\wsis\dt10-zh.doc（201737） 23.09.05 23.09.05 

d) 政府间组织应一如继往地继续在协调与互联网相关的公共政策问题中发挥促进作用； 

e) 国际组织也应一如继往地继续在制定与互联网相关的技术标准及相关政策中发挥重要

作用； 

44. 我们力图改进对国际和政府间组织以及其它有关互联网管理的机构的各项活动的协

调，并促进这些组织之间的信息交流。应尽可能在各个层面采用利益相关多方参与的方式。 

3. 与互联网管理相关的公共政策问题 

3a) 基础设施和关键互联网资源的管理 

45. 我们认识到，由于历史原因，一个国家的政府独揽了修改互联网根区域文件系统的

大权。我们赞赏对此项工作的处理方式，并认可对互联网安全性、稳定性和延续性给予的重

视。 

46. 我们将努力形成一种向新的合作模式过渡的形式，以帮助落实“日内瓦原则”之中

有关各国政府和所有利益相关方作用的部分。互联网管理的制度安排应建立在一个更加稳固

的民主、透明和多边的基础之上，更为强调各国政府的公共政策利益并明确各参与方之间的

关系。 

47. 我们力图确保根据地域平等获得IP地址资源。 

48. 我们认识到有必要详细制定有关管理和进一步开发域名空间的政策。 

3b) 与互联网使用相关的公共政策问题 

49. 我们力图制约对互联网稳定性和安全性日益增长的危胁。我们重申应与所有利益相

关方和国际专家机构的合作，促进、营造并实施一种全球性的网络安全文化。这些努力应以

不断加强的国际合作为后盾。在全球性的网络安全文化中，必须在加强接入能力和贸易的同

时，提高安全性并确保对数据和隐私的保护。此外，还须考虑到各国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水

平，并尊重信息社会以发展为导向的方面。 

50. 我们强调必须利用技术手段制定惩治犯罪的有效手段和高效机制，因为在一个司法

辖区的犯罪会对另一辖区产生影响。我们呼吁各国政府与其他利益相关方通力合作，继续推

出适当的手段的机制（包括公约和加强合作），以便有效查办网络犯罪以及针对网络和技术

资源的犯罪。这将解决跨边界司法权问题，即在尊重主权的同时，无论犯罪在哪里发生和/
或在哪里使用技术手段，都可一追到底。 

51. 我们决心有效解决由垃圾邮件造成的严重及日益增长的问题。我们呼吁各国政府与

其他利益相关方合作，为打击垃圾邮件采取多管齐下的手段，其中包括： 

a) 适当的立法和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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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开发技术措施； 
c) 建立利益相关多方伙伴关系； 
d) 提高对反垃圾邮件措施的认识，并开展用户教育； 
e) 针对该问题开发全球性的协调手段。 

 
52. 我们再次确认对自由寻求、接收、分享和使用信息以便创造、积累和传播知识的承

诺。我们敦促，为确保互联网稳定性和安全、打击网络犯罪和垃圾邮件而采取的措施不要

违背《世界人权宣言》和WSIS《原则宣言》中所包括的言论自由的规定。 
 
53. 我们鼓励那些已通过立法保护隐私和/或数据的政府与其他国家协调这些措施及执法

工作，而且我们号召那些尚未制定此类措施的政府考虑在所有利益相关方的参与下进行这项

工作。 
 
54. 我们号召，通过利益相关多方进程确定全球电子鉴权系统的政策和隐私要求。 
 
55. 我们满意地注意到，通过电子商务进行的境内和跨国货物和服务采购的数量和价值

在日益增长。我们号召制定消费者保护法和执法机制，以保护在线购买货物和服务的消费者

的权益，同时号召加强国际合作，以进一步扩大电子商务，并增强消费者对电子商务的信

心。 
 
4. 为促进发展而采取的措施 
 
56. 我们再次承诺，誓将数字鸿沟转化为数字机遇，确保让所有人都能受益于和谐、公

平和平等的发展，特别是考虑到那些面临滞后和更加边缘化危险的人们。 
 
57. 我们坚持认为，应通过进一步对话重新探讨国际互联网的连接费用分摊不均的问

题。我们号召以可承受的价格接入ICT，其中包括采取以下措施： 
 

a) 减少骨干网提供商收取的国际互联网费用，特别支持创建和开发区域性ICT骨干网和

互联网交换点，以便减少互联费用，扩展网络接入； 
 
b) 鼓励国际电联继续开展有关国际互联网接入问题（IIC）的研究，将其作为迫切事

宜，并制定适当的建议书。 
 
c) 开发低成本（如计算机类的）设备，特别是用于发展中国家的设备。 

 
58. 我们将努力加强在治理机制方面的利益相关多方参与。这涉及到提供适当资源，以

便在国家层次、在与互联网管理相关的多个领域进行能力建设，同时确保对全球互联网治理

的有效参与，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参与。 
 
59. 我们敦促各国际组织（适当时包括各政府间组织）确保所有利益相关方（特别是来

自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相关方）均能有机会参与那些对他们产生影响的政策决定的制定，并推

动和支持此类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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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我们将全身心地投入实现互联网语言多样化的工作，使它成为多边、透明和民主进

程的一部分，让各国政府和所有利益相关方都参与其中。具体来说，我们将在域名领域，其

中包括电子邮件地址和关键词查找方面，加快采用多语种的进度。 
 
61． 我们认识到，国内和国际上的有利环境对于建设信息社会、乃至发展和推广互联网

及其最有效的使用至关重要。 
 
5． 后续工作及可能做出的未来安排 
 
62． 通过回顾针对互联网治理和政策讨论的现行制度安排的适用性，我们一致认为有必

要进行一些调整，使这些安排与“日内瓦原则”同步。我们因此建议： 
 

• 方式：渐进；逐步扩展 
• 现有与今后安排之间的接口框架 

o 监督职能：（模式） 
o 建议的职责范围与结构，取决于有关接口的协议。 

•  可能举办的论坛 
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