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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网络空间，是互联网时代人类另外的一个重要生存空间，它的形态是伴随互联网技术发展

而从社会空间中延伸与分化出来的。网络空间作为全球连接的共享域，离不开互联网，而以多利益攸关方

模式作为构建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的路径，既契合了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四

个原则”和“五点主张”，也验证了互联网治理、数据治理和网络行为规范治理的三个层级，从时间与实

践的角度构建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的可行性与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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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空间，作为人类共同的活动空间，前途命运应由世界各国共同掌握。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

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时代，互联网对人类文明进步的影响与日俱增。鉴于互联网发展不平衡、

规则不健全和秩序不合理等现实问题日趋突出，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中倡议

推进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应坚持“四个原则”，即“尊重网络主权”“维护和平安全”“促进开放合

作”“构建良好秩序”，和“五点主张”，即“加快全球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互联互通 ；打造网上文化

交流共享平台，促进交流互鉴 ；推动网络经济创新发展，促进共同繁荣 ；保障网络安全，促进有序发展 ；

构建互联网治理体系，促进公平正义”。①

所谓“多利益攸关方模式”，是建立在现有全球网络空间治理的基础之上的。它涉及 ICANN 移交给

各国政府、私营部门和公民社会行为体组成的互动模式，决定了治理路径的产生与有效性。多利益攸关

方有四种基本的互动模式，分别是基于共识、对话、主权、权威。不同的互动模式一般都会有某一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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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发挥引导作用，并对互动模式产生了重要影响。可是，在全球互联网治理的实践中，政府、私营部门

和公民社会作为多利益攸关方的行为体扮演着不同的角色，目前单一的互动模式难形成有效的治理路径，

通常是由某一种互动模式引导，其他的互动模式同时配合，最终形成了有效治理体系。

不难发现，“网络命运共同体”的主张“构建互联网治理体系”与多利益攸关方模式构建全球互联网

治理体系的路径，都是围绕互联网治理展开的，两者十分契合。宗旨都是尊重政府的网络主权的同时共

同构建良好的网络秩序，致力维护网络资源公平正义与开放，并保障网络安全持续稳定。全球互联网的

治理离不开政府、私营部门和公民社会行为体，作为行为主体，多利益攸关方模式有着基于共识、基于

主权、基于对话和基于权威的互动关系，也为构建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提供了一条路径。“分层，是网络

空间治理中的核心概念。”②以多利益攸关方模式作为构建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的路径，需要建立在四个

行为体互动模式的基础之上，分别可以从互联网治理机制（WSIS、IGF、ICANN）、数据治理（信息、内容、

隐私）、网络行为规范治理（政府、大规模数据监控）三个层级展开。

一、互联网治理机制的多利益攸关方模式

构建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以多利益攸关模式作为路径，离不开互联网治理组织推进全球网络基础设施

建设，促进公平正义、互联互通。互联网治理机制，是多利益攸关方模式的第一个层级。治理范围聚焦

在全球互联网络的相关技术与政策，治理内容涉及互联网关键资源、互联网标准、互联网技术安全、互

联网接入和连接协调、互联网架构基础的知识产权执法等五大领域。互联网治理机制的多利益攸关方参

与行为体以公民社会和私营部门为主，通常是互联网国际组织和代表企业的互联网社群。它们以制定互

联网技术标准和维护全球互联网关键基础设施的正常运营为主，还涉及相关网络技术层面的治理。根据

劳拉·迪娜蒂斯（Laura De Nardis）和马克·雷蒙德（Raymond）所提的互联网治理架构得知，互联网治

理机制的功能区域层级可分为协调互联网资源、设立互联网标准、接入互联网技术安全和连接互联网知

识产权执法。③通过议题的特征分析，互联网治理机制的多利益攸关方模式则包含信息社会世界峰会、互

联网治理论坛和 ICANN 网络治理机制。

（一）信息社会世界峰会（WSIS）

2001 年 12 月 21 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 56/183 号决议决定，举办 WS1S 峰会，并分“日内瓦峰会”和“突

尼斯峰会”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于 2003 年 12 月在瑞士的日内瓦召开，峰会通过了以“建设信息社会 ：新

千年的全球性挑战”为主题的两份重要文件，即《原则宣言》和《行动计划》。④从两者的内容来看，日

内瓦峰会主要聚焦于发展问题，也包括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并形成了两点主张 ：一、发挥政府、私营部

门、公民社会行为体在 WSIS 中的作用。政府根据所拥有的资源优势，布局、制定发展信息通信技术战略

中的主导作用，私营部门和公民社会需结合自身特点配合政府做好战略规划。私营部门作为信息通信技

术发展的助推器，不仅需要借助市场的力量促进互联网 WSIS 中的作用，而且还要可持续地推动技术发展

拓展市场。二、明确政府、私营部门和公民社会在互联网治理体系中的作用并予以表述。首先，互联网

相关政策问题的决策权属于各国主权范畴，各国政府对网络空间治理拥有相应的国际责任和义务 ；其次，

私营部门在未来互联网技术领域里持续扮演重要角色 ；再次，公民社会继续在互联网技术标准和政策领

域制定发挥协调作用，积极参与网络空间的治理。综上所述，《行动计划》是对《原则宣言》的具体落实，

进一步强调了政府的主导地位，私营部门和公民社会配合政府发挥作用，延续了联合国等政府对互联网

治理的理念和工作方针，与构建互联网治理体系、促进公平正义相辅相成。

第二阶段的“突尼斯峰会”于 2005 年 11 月召开，发布了《突尼斯信息社会议程》和《突尼斯承诺》

两份成果文件。⑤其中，《突尼斯信息社会议程》聚焦范围是互联网治理和应对信息通信技术发展的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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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治理议题作为该议程中的核心内容，反映了各国政府在互联网治理方案上存在重大分歧，即互联

网的治理包括技术和公共政策方面，所有多利益攸关方都应积极参与其中，发挥各自的作用。关于应对

信息通信技术发展的议题，主要是为了解决发展中国家与落后国家在信息基础设施投入不足、技术匮乏、

人才缺乏等问题。

WSIS 两个阶段的峰会分别有来自全球 11000 名和 19000 名的代表参会，包括 50 位元首和副元首，以

及多个联合国机构代表、国际性的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和数百个私营部门代表。⑥峰会建立了联合国

互联网治理工作组（WGIG），主要开展三方面的工作 ：一、明确互联网治理涉及的内容与议题 ；二、明

确全球社会在互联网治理领域的政策 ；三、明确参与互联网治理的各行为体的相应责任域职能，尽力协

商各方能接受的治理方案。WSIS 程序规定 ：非政府机构、私营部门和公民社会可派代表作为观察员参与

委员会和子委员会的公开会议 ；非政府机构、公民社会和私营企业的代表可在各个委员会的邀请之下发

言。⑦当然，为了更好地维护自身的话语权，私营部门与公民社会以“选区”的形式分别在国际商会的领

导下成立了商务谈判协调委员会和公民社会全体委员会，便于协调在议题进程中的意见。

每年举行的 WSIS 对网络空间治理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是规划制定互联网治理的相关目标甚至成为

了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重要组成。2014 年 6 月 10 日至 13 日，在瑞士日内瓦召开了 WSIS+10 高级别会议，

联合国对 WSIS 展开了十年以来工作的回顾，对取得的成果给予了充分肯定。⑧因此，WSIS 作为构建互联

网治理体系的一种议程机制，符合多利益攸关方建构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路径。

（二）互联网治理论坛（IGF）

在 2005 年 11 月 WSIS“突尼斯峰会”召开期间，各国政府代表要求联合国召开“一个多利益攸关方

开展政策性对话的新论坛，即‘互联网治理论坛（IGF）’”。⑨在《突尼斯信息社会议程》中第 82 条议题决定，

“2006 年由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召集多利益攸关方成员代表在希腊雅典召开第一次‘互联网治理论坛’的会

议”。⑩从此之后，每年一届的“互联网治理论坛”成为了多利益攸关方行为体共同协商、各抒己见的机

制化平台。另外，也有部分国家或地区组织举办了类似的互联网治理论坛。例如，亚太区互联网治理论坛、

非洲互联网治理论坛、英联邦互联网治理论坛、西非互联网治理论坛、南非互联网治理论坛、波斯湾互

联网治理论坛等。这些区域性互联网治理论坛与 IGF 并非隶属关系，只是各地区互联网社群为解决区域

性互联网问题而成立的论坛，在网络空间的资源与影响力等方面都无法与 IGF 相提并论，仅扮演一个交

流平台的角色。

2005 年 7 月 14 日，由联合国互联网治理工作组（WGIG）公布的工作组报告，指出互联网治理是政

府、私营部门和公民社会在规范互联网发展各自制定与实施的共同原则、准则、决策程序或方案，还

明确了互联网治理的参与行为体主要是政府、私营部门和公民社会，以及细化了各行为体所应履行的职

责。⑪根据报告内容，IGF 也细化了新任务。自此，IGF 成为了首个专门讨论互联网治理的国际机制。不过，

《突尼斯信息社会议程》也明确强调，“IGF 既不履行监督职能，也不取代现有的机构或组织，应允许他们

充分利用互联网社群的专业力量参与。但是它可作为一种中立且无约束力的机制，不能参与互联网日常

的运行管理”。⑫该议程严格限定了 IGF 的作用和功能。IGF 受政府主导，即使没有履行政府的目标、架构

和行动方案，却坚守了公民社会的属性与本质，采取的是非政府组织的程序与架构，以此增加了合法性。

IGF 作为全球一个专业的互联网治理机制的多利益攸关方模式，至今在网络空间治理领域发挥着引领

作用。虽然 IGF 设立之初就遭到 ICANN、IETF 等国际互联网非政府组织的强烈质疑，但是在面临互联网

诸多问题与挑战时，IGF 承担起了全球互联网治理的重任，并得到了世界各国的认可。通过历届 IGF 召开

的主题与内容可以得知，IGF 的多利益攸关方模式作为构建互联网治理体系的路径，也与“网络空间命运

共同体”的构建互联治理体系十分契合。

（三）互联网域名地址分配机构（ICA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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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ANN 从诞生到具体运作一直受制于美国政府，主要体现的是美国政府的互联网治理理念，代表的

是美国主导的全球互联网治理多利益相攸关方模式，表明了美国试图依靠自身的信息通信技术优势维护

互联网霸权与统治地位。⑬2014 年 3 月 14 日，美国商务部国家通讯与信息管理局（NTIA）对外宣布，将

IANA 的管理权移交至多利益攸关方的公民社会——ICANN，要求现行运行机构 ICANN 召集全球的多利

益攸关方，提出有关管理权移交的建议及四项基本原则 ：（一）支持加强多利益攸关方共同参与的治理模

式 ；（二）维系互联网域名系统的安全性、安稳性和强韧性 ；（三）满足全球 IANA 使用者与合作者的预期

诉求；（四）确保互联网相关平台的开放性。⑭最终，该建议得到了多利益攸关方的广泛支持。2014 年 7 月，

分别来自 13 个不同社群的直接或者间接的多利益攸关方 30 位代表专家，共同通过了 ICANN 成立 IANA

管理权移交协调小组（ICG）。鉴于 ICG 让域名社群、数字地址资源社群和互联网协议参数社群，分别按

照自身的程序方式统筹管理权移交的相关建议，经 ICG 征求社会公众意见之后，再整合三个社群的建议，

最终提交美国国家通讯与信息管理局（NTIA）。由于美国政府有权审议是否符合移交管理权的先决条件与

原则，以及有权决定 IANA 管理权的最终移交是否完成。因此，IANA 管理权移交协调小组公布了建议之

后，遭到了国际社会对管理权移交之后 ICANN 的问责和质疑。2014 年 12 月，地址支持组织（ASO）、国

家与地区代码名称支持组织（CCNS）、通用名称支持组织（GNSO）、一般会员咨询委员会（ALAC）和政

府咨询委员会（GAC）共同起草章程，建立了关于 ICANN 问责制度的跨社群工作小组，便于加强在 IANA

管理权移交之后实施 ICANN 的问责制度。

2016 年 3 月 17 日，IANA 管理权移交的方案与问责制度改革方案，经过 ICANN 社群为期两年的广泛

讨论与评议，最终获得了通过，并且 IANA 管理权移交协调小组和 ICANN 问责制度的跨社群工作小组，

分别向美国商务部国家通讯与信息管理局提交了《IANA 管理权移交方案》和《加强 ICANN 问责制的建议》。

2016 年 8 月 10 日，ICANN 向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政府递交了建立新机构申请的文件，即“公共技术性识别

符（PTI）”。美国政府与 ICANN 签订的 IANA 职能合同于 2016 年 10 月 1 日到期失效，PTI 根据与 ICANN

之间的协议取代 IANA 所有的功能，至此结束了近 20 年互联网核心资源的单边垄断，标志着全球互联网

治理走向了国际化，并向全球共治迈出了重要一步。

综上所述，IANA 管理权的移交实际上是对 ICANN 互联网治理模式的考验。改革后的 ICANN 作为多

利益攸关方互联网治理模式，是由政府、私营部门和公民社会行为体组成，倡行自下而上、公开透明、

建立共识和包容并制定政策参与全球互联网治理工作。在形式上，政府、私营企业或企业代表、公民社

会所具有的政策建议权与参与的权利是一样的，在一定程度上也恰当地反映了国际互联网 ICANN 职责的

复杂性。秉持互联网治理机制的多利益攸关方模式建构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如今已成为了网络空间治

理的核心成员，它维持着全球互联网安全与稳定、公平与正义，代表着互通开放的潮流，呼应着同一个

互联网的梦想，即“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二、数据治理的多利益攸关方模式

构建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以多利益攸关模式作为路径，离不开数据治理维护公平正义、保障网络

安全，促进有序发展。自 1946 年“数据”首次被定义为“可传输和可存储的计算机信息”以来，海量数

据已建构了一个与现实世界并行的“数据世界”。⑮从国外来看，数据治理注重企业数据治理层面，而从

国内来看，数据治理注重国家治理和大数据层面。不难发现数据治理不再是对数据静态的关注，而是进

一步集中到更广域的全球互联网数据之上。针对数据治理的多利益攸关方行为体政府、私营部门和公民

社会产生了较大的分歧，导致了在全球互联网治理进程中多层次冲突的发生。从政府的角度分析，数据

治理强调的是网络数据主权，数据流动依托的是网络设施在空间范围内的主权管辖，则用户生产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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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属于主权的管辖领域。从私营部门角度分析，数据治理强调的是利用网络数据来获得经营利润，属于

最前沿的商业模式。从公民社会角度分析，数据治理强调的是网络数据的自由流动和数据隐私不受侵扰。

于是，政府在数据治理领域占据了绝对网络主权优势，体现了全球互联网数据在网络空间中战略性的价值。

因此，数据治理的多利益攸关方模式作为构建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的第二个层级，其行为体是以政府和

私营企业为主，维护公平正义，保障网络安全，促进有序发展，具体可以从网络信息、网络内容和网络

隐私三个方面展开。

（一）网络信息的多利益攸关方数据治理

全球互联网的数据主要集中在数据权属、数据赋权等问题上，被视为“权力的信息或具有社会与政

治意义的内容和个人在线的隐私”。⑯以网络信息的多利益攸关方数据治理模式作为路径构建全球互联网

治理体系，可以分为三种情况 ：（1）全球互联网大规模的数据监控。通过对全球互联网大规模的数据监

控结果分析，其行为主体是政府、私营企业和公民社会。在网络信息治理能力方面，政府处于绝对主导

地位，私营部门处于参与层面且表现一般，而公民社会中的国际互联网机制等，在单一国家内的治理措

施实施能力表现较低。在网络信息治理的利益方面，政府为了捍卫国家安全，其利益体现较高。私营部

门虽没有主动去获取战略信息，但维护自身利益是特有的本质，其利益体现较高。公民社会为了维护全

球互联网安全履行职责，所呈现的利益体现较高。（2）全球互联网跨境数据的流动。它是从商业信息的

领域蜕变而来，兼具商业信息、战略信息的特质，商业信息的主体是企业，战略信息的主体是政府。如

今，全球互联网跨境数据流动已成为全球网络互联网治理中的一项重要议题，引发了国际社会对网络数

据主权和网络数据本土化的讨论，并且都对其提出了相应的要求。由于受到全球互联网互联互通、跨国

界性、用户成本的制约因素，跨境数据流动的治理在全球互联网中仍未达成共识，仍需要较长时间在国

际社会中寻求平衡，以期找到治理方案。（3）全球互联网的免费知识共享。相较于战略信息和商业信息，

全球互联网的免费知识共享不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主要体现在科技信息、人文信息等知识共享内的信息。

从资源性的角度分析，政府在免费知识共享的治理过程中对网络资源的控制呈现了较强的能力，私营部

门和公民社会只是补充政府网络资源的不足，所呈现的治理能力较为一般。因此，在构建全球互联网治

理体系的路径中，网络信息的多利益攸关方数据治理基于视角的不同，政府、私营部门和公民社会所呈

现的合法性、利益、资源和能力都不尽相同。可是，在各行为体具体的全球互联网治理实践中，皆秉持

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价值理念，致力实现互联共享，积极主导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的建构。

（二）网络内容的多利益攸关方数据治理

从网络内容的视角分析多利益攸关方数据治理，对于理解全球互联网治理中政府、私营部门和公民

社会之间的冲突有所帮助。由于多利益攸关方行为体的不同，对网络数据也存在不同的观点。就网络内

容而言，网络数据是网络内容的具体体现，既是一种信息符号，也是一种价值判断，还潜藏着思想与伦

理的冲突。网络内容的多利益攸关方数据治理的核心问题，实际上是全球互联网的自由与秩序问题，属

于一种网络技术的垄断与权力的威胁。进一步而言，全球互联网治理多利益攸关方行为体的网络内容传

播方式演变，从本质上转变了传统社会秩序的格局。在构建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的路径中，网络内容的

多利益攸关方数据治理以建立良好的网络秩序为目标，反映了政府的战略与利益，以及其他不同行为体

之间产生的伦理道德冲突。

首先，是网络内容的数据治理行为体（政府、私营部门和公民社会）在不同国家、民族、宗教的文化传统、

价值观念和宗教信仰领域产生的冲突。由于相应的互联网治理机制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导致了认知差

距的不同，究其根源在于现实社会的冲突在全球互联网中的延伸，各国政府对网络内容普遍采取不同程

度的管理或审查 ；其次，是网络内容与道德观念引发的反传统、反道德、反理性、反主流的冲突。由于

全球互联网的虚拟性、匿名性和跨国性滋生了大量的偏激舆论，以及全球互联网法律的缺失，跨国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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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阻，从而促使了偏激舆论在全球互联网的传播 ；再次，是网络内容产生的虚拟性身份与现实社会身份

认同之间的区别矛盾。由于互联网治理的全球化，网络内容的生产、加工、传输、储存与应用成本的大

大降低，互联网用户也拥有了与现实社会中一样的权威地位，凸显了现实社会中权威的缺失，从而导致

了身份认同的矛盾产生。在全球网络空间拥有较大影响力的是公民社会，既有支配关键资源的互联网国

际机制，也有互联网治理众多类型的现实社会互联网国际组织。互联网国际机制和组织倡导尊重网络主权，

保障网络安全，抵制网络霸权，以及反对网络内容的强制管理。因此，以网络内容的多利益攸关方数据

治理为方向，需要行为体的共同维护，为构建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助一臂之力。

（三）网络隐私的多利益攸关方数据治理

根据互联网数据信息化的特征，隐私是指数据的发布者泄露的敏感信息，一般包括信息隐私、身体

隐私、网络隐私和领域隐私。⑰2013 年 9 月 12 月联合国 68/167 号决议提出，人们在网络中享有的各种权

利同样受到保护，各国政府应该尊重、保护网络通信方面的隐私权。⑱面对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与大数据技

术不断的突破，政府与私营部门在数据生产、加工、传输、储存与应用上的能力不断加强，由于国际社

会缺乏网络隐私保护的法律规范框架，致使受侵犯的情况日益加剧。同时，越来越多的政府也开始以国

家安全为由，开展大规模数据监控。还有一些非法技术手段通过商业途径流入全球市场后，也增加了隐

私保护的风险和难度。以此得知，网络隐私的侵犯，既有源自国家安全的目的，也有商业利益的冲突。

就多利益攸关方的行为体而言，公民社会的互联网用户是网络数据的产生者，私营部门是网络数据

的存储者，政府是网络数据的监管者。其实，公民社会在全球互联网数据治理方面，主要涉及网络用户

的信息隐私问题；政府在全球互联网数据治理方面，主要涉及大规模的政治安全、社会安全、经济安全等，

与国家安全事务息息相关；私营部门在全球互联网数据治理方面，主要涉及有价值的商业信息。以此判断，

政府是有意识地加强数据监控，经过收集、分析各种数据来提高国家安全，私营部门是主动地通过数据

交易来谋取商业利益，而公民社会的网络用户则为了维护国家安全与商业利益让渡了个人隐私权。显然，

假如政府和私营部门的行动不规范，就会侵袭网络用户的个人隐私，进一步给经济、社会等领域带来威

胁。结合上述复杂的因素，网络隐私的治理已成了全球互联网治理的重点议题。以网络隐私的多利益攸

关方数据治理为方向，构建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政府、私营部门和公民社会都应积极参与隐私保护治理，

不仅有利于维护网络用户的切身利益，也有利于多利益攸关方共同构建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同时，网

络隐私的多利益攸关方数据治理并不是由单一行为体建立，而是需要多行为体反复博弈，最终形成有效

的路径，共同构建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

三、网络行为规范的多利益攸关方模式

构建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以多利益攸关方模式作为路径，离不开良好的秩序和制度。在全球互联

网治理中，政府、私营部门和公民社会作为多利益攸关方的行为体，需要通过法律立法或规则制定来约

束其行为。通常政府在国际关系中属于特殊行为体，因国际法与规范制度的缺乏，直接导致了其在互联

网治理进程中连基本的共识都难以达成。因此，基于网络行为规范的多利益攸关方模式，将政府视为重

要的行为体，体现了多利益攸关方模式在建构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中发挥的作用。

首先，以政府为导向，有利于加强合法性维度、能力维度、利益维度和资源维度的网络行为规范。在

构建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路径中，政府扮演着网络行为规范的多利益攸关模式主导行为体，而私营部门、

公民社会仅配合或践行政府的行为。无论是互联网发达国家还是互联网发展中国家，政府在合法性维度、

能力维度、利益维度和资源维度均占据着主导作用，其权利高于私营部门和公民社会。从合法性维度来看，

政府的社会地位高于私营部门和公民社会，而公民社会的地位则高于私营部门 ；从能力维度来看，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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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控制力强于私营部门和公民社会 ；从利益维度来看，政府的利益表现最为凸出且高于私营部门和公民

社会，彰显了国家利益高于一切 ；从资源维度来看，政府的资源运用最强。

其次，以政府为导向，有利于加强大规模数据监控的网络行为规范。在构建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路

径中，应对大规模数据监控至今缺乏有效的制约手段，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互联网单极霸权格局

的长期存在。全球互联网技术主要以互联网发达国家制定的标准为主，面对各种形式的技术封锁与霸权

施压时，其他国家政府只能在某种程度上依赖，甚至被动采纳 ；（2）互联网治理能力不对等。互联网发

展中国家的互联网通信技术基础设施落后于互联网发达国家，互联网发展中国家政府只有通过加大对网

络资源的投入并促进技术提升，才能对抗施压 ；（3）现行国际互联网治理机制失灵。在全球互联网信息

通信技术大幅提升的环境之下，依托大规模数据的监控致使被监控对象难以察觉，因此，政府层面加强

网络安全、数据保护、网络防御力量等举措，成为抵抗大规模网络监控的重要方法。

四、总 结

多利益攸关方模式为路径构建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可以从互联网治理机制、数据治理和网络行为

规范的三个层级展开，实际上是以实践的角度检验构建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的可行性与有效性。互联网

治理机制层级依靠的是政府、私营部门和公民社会三个行动主体进行实践验证 ；数据治理层级依靠的是

网络信息内容、网络隐私、内容监控进行实践验证 ；网络行为体规范层级是以政府为导向，基于合法性

维度、能力维度、利益维度和资源维度以及大规模数据监控进行实践验证。三个层级构成了多利益攸关

方模式建构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的路径，契合了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理念。

尤其是在构建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方面，公民社会作为多利益攸关行为体在 WSIS、IGF 和 ICANN 主持全

球网络论坛，倡议网络空间治理，在促进互联网公平、正义、自由等方面发挥着主导作用 ；政府作为数

据治理的多利益攸关方模式的行为主体，在网络信息、网络内容和网络隐私方面以及网络行为规范方面

发挥着主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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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stakeholder Model：Path to Build Global Internet Governance System

Li Zhi，Tang Runhua

Abstract：The cyberspace is another important living space for human beings in the Internet era. 
Its form is extended and differentiated from social spac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technology. 
As a shared domain of global connection，the cyberspace cannot be separated from the Internet. The 
multi-stakeholder model in building global Internet governance system conforms to the "four basic 
principles" and "five propositions"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in cyberspace proposed by 
President Xi Jinping.. Meanwhile it verifies the three levels of Internet governance，data governance 
and Internet behavior norm governance and proves the feasibil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global Internet 
governance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ime and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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