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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新冠疫情期间，一个美国男孩因无法使用家中网络上课，坐在人

行道上连接赛百味餐厅的免费 Wi-Fi 进行在线作业，目睹者连连感叹

数字鸿沟的冷酷。美欧“隐私盾”协议失效后，众多初创企业、中小企

业失去了连接两大数据保护机制的高速通道，经营成本显著增加。

2021 年 2 月，脸书（Facebook）禁止澳大利亚用户观看或分享其网站

上的新闻，其他人也无法看到澳大利亚用户发布的网络内容。从路边

网课到中小企业困境，再到一个国家成为信息孤岛，数字技术的力量

正在汹涌地冲击着一片片固有边界。隐私保护、人工智能、跨国平台、

数字贸易等领域的治理问题和治理需求层出不穷，系统化、精细化应

对日趋紧迫，全球数字治理顺势开启。 

G20 将“数字治理框架”概括为两大支柱：一是促进互联互通，二

是建立全球治理制度和规范。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将“全球

数字治理”定义为“与数字的控制、存储和流动相关的单边、双边和多

边机制，贸易规则、全球接受或采用的原则和规范、标准的集合。”

国内有学者将“数字治理”理解为国家掌握数字规则主导权和影响力

的活动。透过目前尚未达成一致的种种定义，可以勾勒出全球数字治

理的大致轮廓：全球数字治理是为解决数字化引发的国家间差异拉大、

利益冲突或立场难以调和等问题，所依托的组织机制和行动过程，既

包括正式制度、规则、标准，也包括各种非正式制度安排；其中，数

据是治理的核心问题，跨国协调是治理的基本维度，多/双边机制是

治理的主要途径，正式与非正式规则是治理的落脚点。 



 

 

当前，数字规则和秩序的塑造正在国际舞台上积极推进和展开。

以二十国集团（G20）等为代表的国际组织大力推进数字议题，彼此

间联系更加紧密；世贸组织（WTO）与区域贸易协定为数字规则发

展演进铺设多元化路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相关的制度供给正在成

为全球治理新模式。 

重点领域的数字规则也在快速构建。2021 年，人工智能治理向专

业组织、具体场景和细化规则下沉；跨境数据流动规则历经国际贸易

协定的不懈推动，规则加速整合；数字平台的民事责任已经开始出现

在高标准国际贸易协定中，未来更可能囊括平台公共责任；全球企业

税收改革取得历史性进展；数字货币的国际规则构建正在紧锣密鼓展

开，甚至可能先于实际产品或服务诞生与落地。 

近年来，中国积极推动数字经济健康发展，努力推动数字应用和

服务造福全体人民。持续完善国内法律法规、政策规范，对接融入全

球新兴数字技术治理框架。积极申请加入高水平数字贸易协议，加强

全球数字经济合作。推进数字“丝绸之路”共建，致力于缩小“数字鸿

沟”，推动全球数字治理向开放包容、互利均衡方向发展。 

数字经济的兴起与发展是百年变局的重要组成，全球数字治理能

否向更均衡、更开放、更科学的方向发展影响重大，全球数字规则与

秩序的构建将注定是一个长期而充满挑战与希望的进程。习近平总书

记在 2021 年 11 月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五次峰会上提出，面对各国

对数据安全、数字鸿沟、个人隐私、道德伦理等方面的关切，中方愿

同各方探讨并制定全球数字治理规则，携手打造开放、公平、公正、



 

 

非歧视的数字发展环境。 

在此背景下，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全球数字治理白皮书》，

分析近期全球数字治理重要机制和核心议题的主要进展，研究各国数

字治理模式和主要经验，为探索数字时代的全球数字治理之道贡献一

份微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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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球数字治理格局正在演变重塑 

数字技术加速创新，日益融入全球经济社会各领域全过程，全球

数字治理的调整与走向日益受到重视。观察全球数字治理总体图景和

各个领域规则，需要关注影响全球数字治理的核心因素，包括新冠疫

情对全球贸易的显著影响，主要国家的数字治理观念塑造，主要机制

在国际格局中的地位变动，以及关键主体的力量重组等等。这些因素

决定了全球数字治理将在新的互动进程中重塑机制与规则。 

（一）疫情大幅加快全球经贸的数字化 

为了应对新冠疫情的快速蔓延，各国采取了居家隔离、边境封锁、

中断航班等严格的疫情防控政策。基于数字技术的远程医疗、在线教

育、共享平台、协同办公等线上新模式新业态蓬勃发展，加快数字全

球化发展跃升，并带来新的挑战。 

一是数字服务贸易占比迅速提升。数字服务贸易是指可以通过线

上远程交付服务的贸易。由于“面对面”接触需求远低于旅行、维修等

传统服务贸易，数字服务贸易受到疫情冲击最小，甚至还有一些新兴

的数字服务业务出现了爆发式增长。据统计，2020 年全球数字服务

贸易规模达 31675.9 亿美元，虽然同比下降了 1.8%，但是在整个服务

贸易中占比大幅提升至 63.6%，相比去年提高 11.8 个百分点，增幅超

过过去 10 年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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