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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深度记者 刘志浩
实习生 杜瑞 邵鲁文

乌镇成为一个分水岭

楼台亭阁间，水光船影上，点开手
机“无线局域网”，一长串的免费WiFi
令人怦然心动。这里并非发达国家
的某个地方，而是中国浙江乌镇。

“我去过很多地方，没有哪
个地方的WiFi信号像乌镇覆
盖这样全。”世界互联网大会
前夕，一位到乌镇的游客感
慨。

微寒中依然弥漫着江
南特有的温存，随着镇子西
大街青石板上的“哒哒”声
越来越密集，11月底的乌镇
迎来了既属于它，同时更属
于中国乃至全世界的最重
要的一次互联网盛会———
世界互联网大会。

千余名来自各国政、商、
传媒乃至科研机构等界别的
大佬共聚这个小镇，“论剑”国际
互联网未来。

从参与名单中可见中国政府
的重视程度：正在澳洲访问的国家
主席习近平发来贺词，国务院总理李
克强亲自到会并与互联网大佬进行头
脑风暴——— 世界互联网的发展被印上
深深的中国印记。

“这注定将成为一个分水岭：全球互
联网从美国为中心的上半场，开始进入
中国为中心的下半场。”会议结束伊始，
亲自到乌镇参会的互联网实验室创始
人、浙江传媒学院互联网与社会研究中
心主任方兴东，便迫不及待对这次会议
作出判断，“本次大会开起来本身就是成
功。”

这样的判断并非凭空出现。
截至11月，全球30多亿网民中的

三分之二来自发展中国家，美国网民
比例跌破10%，而中国网民比例超过
20%，总数超过美日德英法五个发达
国家之和。6月底，中国网民人数就已
达到6 . 32亿。

规模的重要作用，在互联网时代的
中国体现得淋漓尽致。

在方兴东看来，互联网时代发展壮
大的两个重要因素，除了创新能力外，
还需要“市场本身足够大”。

“这就是世界上最大的移动互联网
市场，也是世界上最大的舆论场。”在11
月2日有关网络信息安全的一次会议
上，网信办副主任彭波谈及此激情澎
湃，因为在这个大市场上，“每天数以亿
计的用户在移动互联网上生活、工作、
交友，正变幻出无穷的商业机会，催生
出各种崭新的业态。”

在乌镇互联网大会各分论坛，“创
新”早已变成诸如“云传输”、“大数据”、

“物联网”等实实在在的技术探讨，这些
名词周围，无不环绕着中国企业的身影。

“如果说互联网是这个世纪最大的
技术、变革的技术，它一定是做昨天做
不到的事情。”阿里巴巴集团董事会主
席马云说，在这点上，阿里巴巴选择了
帮助小企业，小企业的需求很多，正是
在物流、诚信、信息、数据、支付等完整
体系方面的创新，造就了今天阿里巴巴
雄踞世界互联网的伟业。

作为最早进入互联网的企业家，马
云和他的阿里巴巴，某种程度上是中国
互联网发展的缩影。

正如日本软银公司董事长孙正义
所说，14年前，当他第一次见到马云“闪
着光芒”的眼睛时，便已意识到，“属于
中国互联网的大时代将要来到。”

崛起的另一种表征

从被隔绝到加入，历经18年。又经
过28年，当年的后入者，已经变成了今
天的引领者。

与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上取得
的奇迹相比，互联网在中国发展的传奇
性毫不逊色。

1987年9月20日，这个原本普通的日
子，因为一封短短的电子邮件而载入中
国互联网发展史册。当天20点55分，随着
计算机屏幕上出现了“发送成功”的字
样，内容为“越过长城，走向世界”的电子
邮件，由中国兵器工业计算机应用技术
研究所，发送到德国卡尔斯鲁厄大学，并
由后者转发到当时的国际互联网上。

帮中国人完成这项创举的卡尔斯鲁
厄大学计算机中心的维纳·措恩回忆，搭
建这个平台，只是为了跟中国同行交流
便利，因为当时电话、电报非常贵，而从
德国寄信到中国，则需要八天的时间。

此时，对于中国人来说，属于新生
事物的互联网早已诞生了18年。

1969年12月，出于军事应用目的，一
纸协议将美国西南四所知名大学的主
机连接起来，互联网雏形初现。当时没
人能预见，互联网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幸运的是，尚未“触网”的18年，并
未让中国失去太多。此后，互联网史上
一系列大事均未再与中国擦肩而过。

融入，需要的不仅仅是时间。
正是在这一年，如今凭借网络一跃

成为中国首富的马云，开始接触网络并
创办了“中国黄页”——— 一个分类管理、
宣传推广各类企业的平台——— 中国最
早的网络电商开始萌芽。

吴晓波在《激荡三十年》中记载，英
语教师出身的马云，当时把Internet直接
翻译成“因特耐特网”，有人问他这个词
跟《国际歌》中的“英特纳雄耐尔”有何

关系，为了鼓动别人参与他的事业，马
云顺势接下这个问题，还拉上当时的另
一位名人：“比尔·盖茨说了，因特耐特
网将改变人类的方方面面。”

多年后，马云才承认这句话是他自
己说的，因为“1995年全国刚刚知道
Internet，如果说这句话是马云说的，没
人会信。”

一旦融入，发展之势势不可挡。
在此前后，无论是在中国还是世界

其他地方，以门户网站为标志的各种商
业网站开始出现。

1996年，第一个即时通讯软件ICQ
（谐音“I SEE YOU”）出现，让人丢下电
话，“足不出户，瞬间交谈于万里之外”。
又过了三年，国人如今寸步难离的QQ，
就出现在中国互联网上。现在，这个常
被人们冠以“企鹅帝国”的庞大互联网
企业，排名早已进入世界前十。

今天的中国互联网，与整个世界难
分彼此。可以说，从后发进入，中国的互
联网企业已经到了几乎可以引领世界
互联网某一个领域的地步。

伴随着互联网触角在国内日渐延
伸的，是中国30多年的经济高速发展。
互联网在中国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的成
长历程，某种程度上可称之为中国经济
的缩影，是中国崛起的另一种表征。

争夺话语权

“中国将此次互联网大会的主题定
为‘互联互通、共享共治’，意思就是互
联网的治理不能被美国公司主导。”11
月20日，英国BBC关于乌镇互联网大会
的解读颇耐人寻味。

同时引发人们关注的另一个事实
是，尽管此次中国举办的互联网大会
吸引了众多国家参与，但美国官方派
出的却是一个级别不高的代表团。舆
论普遍认为，这是美国在淡化处理中

首届互联网大会呈现“新常态”

东东移移的的
世世界界互互联联网网中中心心

在乌镇举办的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不仅将被铭记于互联网发展史，更将成为中国崛起道路
上具有承前启后意义的里程碑。

从隔绝到引入，再从融合到引领潮流，出现经济腾飞“奇迹”的中国，在互联网世界里终于迎
来属于自己的时刻。在创新能力和足够大的市场这两个重要因素的作用下，世界互联网的中心正
在东移。旧秩序的打破，既需要勇气，更需要智慧，而“互联互通、共享共治”，正是中国给国际互联
网指出的一条道路。

国的“挑战”。
大会在中国召开，是时代的必然趋

势，也是中国的必要担当。方兴东认为，这
意味着“美国独霸互联网话语权的时代难
以挽回”。

“中国的互联网经济已经超过了美
国、法国和德国。”11月19日，在乌镇互
联网大会一处分论坛上，提及这一
论断，麦肯锡资深董事合伙人罗
颐展示了充分证据：在各国互联
网占GDP即“IGDP”的比重中，
中国互联网经济重要程度逐
年增加，2013年便已属于“全
球领先地位”。而早在2010
年，中国GDP便已跃居全球
第二，成为名副其实的“全
球第二大经济体”。

经济发展和互联网的
大国地位，必然要求相匹配
的国际政治地位。

如不久前在北京召开
的APEC峰会上澳大利亚前
总理鲍勃·霍克所言，“亚洲
任何实质性新秩序的建立，
必须包括中国。”

其实，参与这种新秩序的
建立，又何止亚洲、何止经济领

域？
面对中国崛起对国际政治、经

济旧有秩序的打破，原有的既得利益
者显然不会安心。
29日晚，长期致力于国际战略传播研

究的海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毕研韬告诉
齐鲁晚报记者，互联网的一系列规则，本
就是在美国主导下制定的，中国作为“游
戏规则”的挑战者，需要更多智慧。

“从国家层面讲，现在来自虚拟世界
的安全威胁日趋增加。”毕研韬认为，在互
联网促进经济发展的积极面背后，网络安
全不容忽视，一旦网络被攻击、瘫痪，附着
其上的便利和技术就无从谈起，毫无意
义。

“美国当然不会甘心于互联网霸权的
消解和主导权的转移，要让他们认识到并
接受这场互联网浪潮的中心转移，显然还
需要更长的时间。”方兴东说。

中国在此次互联网大会提出的“互联
互通”，显然并非虚指，与这个主题相关联
的是一系列关于“网络安全”、“互联网治
理”等分论坛议题。

在“网络空间安全和国际合作”的分
论坛上，古巴通讯部副部长威尔弗莱德·
贡萨雷斯·维达尔在谈到这次大会召开的
大背景时曾表示，全世界现在处于对个
人、组织、国家和其他国家的信息系统受
到非法攻击的担忧日益增长的当口。

他列举国际间需要规范和适当利用
互联网的例子时直言不讳：“美国政府发
展容量巨大的全球间谍网，以及在古巴引
起不稳定局势的计划，构成了利用新技术
侵略其他国家主权的例子……这种危险
方式能够引起国际冲突。一些政府已经表
示有可能用常规武器回应这一攻击。”

在毕研韬看来，此次互联网大会像一
个综合性“大平台”：既有经济层面的技
术、贸易探讨，还有国家安全互通与交流。

“长远看，互联网外交还是大有可为
的。”毕研韬认为，在这个舞台上，“首先要
凝聚共识，然后才能一致对外。”

正如全球互联网人士以后会习惯一
年一度不可或缺的乌镇相聚一样，谁又敢
断言，一个日渐崛起的东方大国，不会成
为各国日渐习惯的“新常态”？


	B01-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