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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F 2020 关键信息  

 “包容”议题 

 

Q1. 为制定和实施具有可持续性的倡议和政策，以促进有意义的全民数字包容、消除所有类型

的数字鸿沟，利益相关方需要做些什么？ 

有意义和包容性的互联网接入应当作为所有致力于消除数字鸿沟的政策和倡议的一项指导性原

则。有意义的接入意味着用户能够不间断地访问互联网，获得足够的数据、快速的连接以及适

当的设备。它还意味着用户能够获取到与其需求和实际相关的内容和服务（特地是本地内容和

服务）。致力于实现这种接入的政策需要以本地实际情况为基础，并对真实需求做出回应。 

本次 COVID-19全球大流行凸显了数字不平等以及采取更多行动确保全民普遍接入的需求，不

让任何人掉队。因此加速基础设施建设迫在眉睫，政府必须通过更加灵活、创新和灵敏的监管

框架予以鼓励，让电信公司和替代性解决方案（如社区网络、农村运营商）都能够受益。修订

普遍服务基金办法、为频谱接入提供便利、简化部署基础设施所需授权的签发、确保传统和替

代性网络之间的互联，这些都是可以开展工作的典型案例。 

社区网络是可负担和有意义连接的促成要素。需要开展本地社区的技术能力建设，以确保他们

具备建设和运营安全、可持续基础设施的技能和知识。 

财政资源是实现普遍连接的关键要素；除了政府资金和电信部门投资，确定创新的筹资模式也

值得更多关注。降低基础设施装备和设备的赋税和价格，也同样可以让互联网接入更加的可负

担。 

需要更加可持续性的政策来消除影响到妇女、女孩和性别多样化人群的数字鸿沟。除了网络连

接，让他们能够有能力去创造数字内容，对于建设一个更加包容的互联网是至关重要的。打击

网络上基于性别的暴力也应成为一个优先事项；强有力的法律框架和增强的执法能力，以及在

线平台的持续性行动，都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科技公司、公共机构和其他组织必须确保数字产品、服务和内容能够满足残疾人群的需求。所

需采取的行动包括，更加严格地执行有关接入无障碍的法规、技术专家具备更多的无障碍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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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确保数字技术通过设计实现无障碍。还需要适当的法律框架来解决知识产权壁垒和与无障

碍数字内容生产和分发相关的市场失灵问题。 

促进在线多语言和文化多样性需要动员更多的机构和财政资源。政府、私营部门和非营利实体

应当让本地社区和当地居民更加自主地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去创造数字内容、数字化他们的文化

遗产，并管理好相关的知识产权。技术社群也可以通过开发能够实现低资源语言（口头语言、

濒危语言等）数字包容的方式来提供帮助。此外，政府和科技公司应该在其服务和技术中更加

积极地去实现对国际化域名（IDNs）和邮箱地址的普遍认可（UA）。无论是需求侧还是供给

侧，都还需要更多的意识提升和能力建设，以便利益相关方更好地了解支持普遍认可的社会效

益和长期商业利益。 

需要更多（来自公共和私营部门）的投资来培养公民的数字技能。除了获得技术能力外，人们

还需要有能力去实践批判性思维，通过安全和有意义的方式使用技术以行使他们的权利。 

为确保教育、研究、文化和工作等数字内容的公平接入，需要开展协作努力。有待进一步探讨

的解决方案包括开放的接入模型、管制的数字借阅原则和实践，以及解决围绕电子书定价、访

问和分发模型存在的诸多挑战。 

在线教育应当是公平、包容和优质的。政府、教育机构和私营部门必须通过合作来确保互联网

和教育内容的有意义接入，以及考虑到所有儿童和学习者（包括最弱势的那些人）需求的在线

学习环境的有意义接入。简单将面对面学习转变为在线形式是不够的；学校和大学需要为学习

和授业设计创新方法，重新思考课程和教学模型。建立发展教师数字能力的框架是其中关键。

确保儿童和学生的安全、有保障、隐私和福祉也是如此。 

本次 COVID-19 全球大流行加速了世界范围内的数字化转型；政府和其他利益相关方需要在

此基础上继续建设，同时进一步发挥数字技术作为社会和经济发展助推器的潜能。国际社会有

责任支持发展中国家为此做出的努力；这可以通过一些能力建设工具来实现，这些工具可以是

（1）帮助各国建立规章制度，管理对整个社会有益之数字技术的开发、部署和使用；（2）

让其他利益相关方能够在此治理过程中做出贡献。 

 

Q2. 为建设对包容性数字经济有利的环境，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每个人都能够受益，需

要什么样的政策、规则和支撑架构？ 

需要做更多的工作，让个人（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个人）从数字经济中受益并为未来的工作做

好准备。政策制定者需要制定、实施数据驱动和灵敏的政策和规则，以确保对基础设施和技术

的有意义接入；改革教育系统，把焦点倾注在数字技术和软技能上；同时支持创新和创业。 

中小型企业和创新者在融入数字市场的努力过程中，将从（政府和更大参与者的）支持中获益。



3 

 

 

具体措施可以是能力建设倡议（例如聚焦电商技能培养），也可以是种子基金、企业孵化器和

监管沙盒等。 

政府和私营部门需要解决数字经济中与女性、残疾人士以及其他弱势群体参与相关的不平等问

题。消除接入平台经济或其他数字业务的障碍，以及确保工人的同等待遇，都是所需开展行动

的典型案例。 

对特定政策的跨境协调有助于加速发展更具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的数字经济。以消除跨境数字交

易壁垒和鼓励市场竞争为重点的政策就是这样的典型案例。 

加速金融普惠和扩大接入快速、可靠和安全数字支付的途径，可以支撑包容性经济增长、增进

创业精神、减少非正常经济并且改善公民生活。政府需要与其他利益相关方共同努力，为数字

支付建设足够的基础设施，并且鼓励商家和消费者来使用它们（例如通过能力建设、税收优惠

等方式）。 

在数字经济中维护劳工权利、推进公平的工作原则（公平支付、公平合同、公平薪水、集体化

能力等）需要法律框架。这些框架应当聚焦于保护人民而非工作本身，并且应当得到正确的实

施。私营部门主导的公平工作良好实践准则可以作为一种补充性的解决方案。 

 

Q3. 我们如何确保解决数字包容问题的政策空间和进程是具有包容性的，以及如何促进希望解

决数字包容问题的人们和社群能够积极和有意义地参与？ 

如果要让数字包容政策有效、高效和可持续，那么需要在目标社群（青年、女性、农村社群等）

的积极参与下制定和实施这些政策。数字不平等是不同的，因此将这些政策置于实际环境中并

让其适应目标社群的需求非常重要。 

包容不应仅限于政策空间，还涉及技术空间。这些也需要整合如女性和残疾人士等不同社群的

观点和利益。例如，私营部门需要考虑组织各个层级对残疾的包容性，真正去了解残疾人所面

临的挑战和需求，并且让他们参与到数字技术和产品的设计中。 

在国家和国际层面，需要更具包容性、参与性和创新性的互联网治理模型。其中一个驱使更多

人参与互联网治理进程的方式就是将其与当地现实联系起来。公民和其他利益相关方如果了解

互联网治理问题是如何直接影响他们的，会更有可能参与其中。 

利益相关方应当在互联网治理空间中，（包括决策空间）为青年、女性、性别多样化人群和其

他未被充分代表群体有效、可持续和有意义地参与创造更多的机会。其中至关重要的元素包括

确保这些空间是安全可靠的、避免敷衍了事、打破常规以及为能力建设项目分配更多的资源

（包括财务资源）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