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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时代，站在世界看中国
口述：方兴东 整理：本报记者 司晋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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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本身。”这句话用
在当下，似乎更加贴切。今天的我们，难以想象明天
睁开眼睛后，互联网这个万花筒又给生活带来了哪些
变化，更别说，15 年之后的世界将会是如何光怪陆
离、异彩纷呈了。

其实，方兴东的人生际遇也一样，充满了变数和
想不到。

20世纪 80年代末期，由于读了 《平凡的世界》，
一位高个子的浙江年轻人，高考志愿只填了一个：西
安交大。后来在老师的劝说下，才又填了另外一个不
知名的高校。成绩揭晓后，他如愿来到古城西安。

“我很不理解为什么非得让田晓霞这么出色的记
者在抗洪中牺牲，于是到西安后找到路遥，当面质问
他。”

讲起这段往事，方兴东笑了。他曾经是狂热的文
学爱好者，还担任过学校诗社和文学社的社长。那
时，写诗是一件很时尚的事，一如后来的互联网。

“现在回想起来，诗人的理想和激情，工科对技
术的理解和掌握，加上更接近社会科学的传播学，这
三者的融合与混杂，其实是很适合互联网的。无论是
理解互联网，还是掌握互联网，还是推动互联网，交
叉综合的学科背景，为我更开阔地打开了思维。”他
这样说。

原本，方兴东本科和硕士的专业都是电机，到清
华大学读博士学位时，他起初也是在电机系。后来，
因为中途休学创业，再返校时，他主动选择改读了新
闻传播。

文学需要宁静，而互联网的世界是热闹的。作
为曾经的文学青年，方兴东却说，选择互联网作为
事业，是发挥自己人生价值的最佳选择。在他投身
互联网的 25 年中，分为两个阶段，前半段主要精力
投入互联网创业，从创办互联网实验室，到创办博
客中国，可说是“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在互联
网浪潮的风口浪尖起起伏伏。后来他终于明白，人
生最大的可能还是当好一个学者。他有幸全程参与
了中国互联网的发展，也全程一直在研究互联网，
还不同程度地参与了政府在中国互联网发展各阶段
的政策制订，这些经历凝聚到互联网学术研究，是
一笔丰厚的财富。所以，近十年，他全身心转向了
学术研究。

时间对谁都是公平的。2035 年，这位研究者也
将垂垂老矣，但方兴东对网络世界的关注不会变。

“也许届时会和我设想的情景一样；也许会有更多的
惊喜。但无论如何，让我们以一颗孩子般的好奇心拥
抱明天吧！”他说。

■记者手记

“让我们以一颗孩子般的
好奇心拥抱明天吧！”

本报记者 司晋丽

5G 设施日臻
成熟、6G研发箭
在弦上……随着
电脑、手机、电
视以及手表等各
种智能设备的联
网，不管主动还
是 被 动 ， 今 后 ，
每个人都将生活
在网络之中。

那，将是一
幅怎样的图景？

2035 年实现全球所有人上网，
并非异想天开

在 2019 年时，人们都还认为，网络空
间超越现实空间是件不可思议、起码不会
那么快到来的事情。然而，不期而遇的新冠
肺炎疫情，让数字生活提前浸入了每个人
的生活——“健康码”、网课、“云”会议……
这些数字技术也成为我们抗击疫情、深化
网络生活方式的新契机。今年的央视春晚，
全国观众都体验到了5G、4K、8K和VR等
技术的新鲜感。互联网不仅仅改变了生活，
也将深刻改变社会的结构与运行。

今天，全球网民已接近50亿，93%的
人口已经生活在移动宽带或互联网服务的
实际覆盖范围内。5G 已经在全面建设，
6G也进入研发阶段。根据联合国可持续
发展目标，到 2030 年就能够实现全球所
有人上网、世界互联互通的目标。所以，
到 2035 年实现全球所有人上网，并不是
异想天开，而是水到渠成。

2035 年，全球将进入一个“人人上
网，人人上好网”的全新时代，真正迎来
麦克卢汉所预言的“地球村”——国与国
之间、人与人之间，通过各类智能终端、
网络应用和算法等主动或者被动地联结在
一起，人类进入一个以数字空间为主导的
生活空间，数字空间主导现实空间的“超
联结”时代，那将是一个高度互联、高度
协调、紧密相联的命运共同体。

从目前的技术节奏来看，2035年我们
将处于 6G全面普及阶段，也会进入智能
物联的深层次阶段。而视频化、全球化、
智能化是其中最突出的驱动力，哪一个互
联网应用最能够发挥“视频、智能和全
球”这三个关键词特性，就能够在接下来
几年里脱颖而出。

互联网企业，是时候回归初心了

互联网诞生于1969年，我国在1994年
接入互联网，至今，中国互联网已经跨越了
三个10年，出现了很多闪光的名字：张朝
阳、马化腾、周鸿祎……

我进入互联网领域也整整25年了。这
25年，始终处于激情发扬的状态，这也是
互联网行业的魅力所在吧。早期互联网创
业群体大都富于理想主义色彩。那时候，
我们多数人一穷二白，没有风险投资，没
有真正的新经济机制，能创办一个10亿美
元的互联网公司就是最高梦想，而那时美
国高科技领域的微软和思科等市场价值都已
经突破5000亿美元。

其实，20世纪90年代，当中国开始拥
抱互联网时，互联网已经是 25岁的“青
年”了。我们缺席互联网前半程的最大后遗
症，就是缺乏互联网早期文化的基因。所
以，中国互联网今天的主导性价值观还是重
商主义。这种缺陷导致了中国互联网商业
化、娱乐化和生活化方面走在了世界前面，
但是，为全球互联网发展提供更多原创性技
术创新和公共物品方面，明显与我们互联网
大国的地位极不相称。这是我们未来最需要
补课的地方。

在我看来，创新始终是互联网的代名
词，也是灵魂所在。创业初期很多人认
为，我们创新不足是因为缺钱，等有钱
了，就会加大创新力度，会瞄准核心技
术。但是，到了今天，互联网已经“贡
献”了多位中国首富，整个产业上市企业
的市值已经高达5万亿美元，千亿美元的
互联网企业已经超过5家，领军企业已经
开始向万亿美元的高度进军。然而，我们
的核心技术在哪里？互联网企业，是时候
回归初心了。

掌握核心技术，提升国家战略科技力
量，是我们的必由之路。互联网企业汇聚了
当今中国乃至全球最丰厚的资金、人才和海
量的用户群体与应用场景，理应成为解决

“卡脖子”问题，攻克核心技术，夯实国家
战略科技力量的主力军。

现在科技产业的核心技术短板比较突出
的大致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半导体材料、设
备制造；二是电脑、手机和智能终端的CPU
等核心部件；三是最容易被人忽视，也实际
上是最薄弱的，比如我们几乎所有的电脑依
然都是基于微软的操作系统，我们所有厂商
的手机都是基于安卓与苹果这两大手机操作
系统以及应用商店。这意味着我们所有的软
件与应用，都是基于这些系统之上，受制于
这些系统。四是更加隐性的，那就是全球开
源软件平台，也就是全球程序员协作平台，
目前也是美国绝对主导。这也是深层次的核
心所在。

只要国内战略坚定，国内企业逐渐觉醒，
上述四点我们都可以在未来 10年内取得重
大突破，在产业生态层面形成真正的“中国体
系”。此外，科技竞争最根本的还是一个国家
的基础研究实力，这方面到2035年依然任重
道远。这需要我国的高校能够真正跻身全球
一流，从而吸引全球各领域、各学科的最优秀
教授和学生，中国才能真正在科技领域的竞
争方面，跟欧美可以“掰一掰手腕”。

数字治理将成为“头号挑战”

现在，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在新的技
术背景下，我们的社会、国家乃至全球如何
保持良好秩序，而不会走向失序。无论是欧
美，还是亚非拉，都面临共同的挑战，都是

“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所以，随着时间的
进程，数字治理将越来越突出地成为世界各
国头号挑战。

数字治理也是对人类共同命运的回
答。信息技术高度发展带来的福利与潜在的
风险和隐患，都高度相联。这次疫情告诉我
们，唯有世界各国求同存异、优势互补，形
成真正有效的全球治理，我们才能最大程度
享受信息技术给我们创造的新文明的好处，
才能最大程度降低新技术和新形势下的风险
和威胁。

所以，在一个更加紧密互联的未来，风险
的传导速度，威胁的复杂程度，负面影响的连
锁效应，都是前所未有的。共同的数字治理挑
战将人类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所以中国不仅
仅要在发展方面不断崛起，在数字治理方面，
也应该后来居上。数字时代，中国可以是真正
的共同开创者和建设者，在很多领域还可以是
引领者。

每一个国家，都有精彩的互联网故
事，都有伟大的互联网英雄。2007 年起，
我启动了全球互联网口述历史项目。当时
立下了一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目标：到互
联网诞生 50 年 （2019 年） 之际完成过去
50 年来最关键的 500 位互联网先驱的口述
历史。而事实是，到 2019 年年底，我们用
了 13 年时间，完成了 483 位互联网先驱的
口述历史，覆盖了 50个多国家，其中包括
了 20 多个国家的“互联网之父”。未来，
这些资料将面向全球互联网研究人员免费
开放，为全球互联网奉献一点独特的公共
物品。我们的访谈还将继续下去，下一步
准备覆盖 100 个国家和地区，希望通过口
述历史访谈，形成一个互联网历史资料和
互联网精神的“全球网络”。

如果不超越国界，没有全球视野，就无法
理解互联网革命的真实面貌，就不符合人类共
有的互联网精神。我们必须调整一贯的姿态：
改变过去的站在中国看世界，从此要站在世
界看中国。

本期主人公：

方兴东，浙江大学社会治理研究院首席专家，浙江
传媒学院互联网与社会研究院院长，互联网实验室创始
人，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主任，全球“互联网口述
历史”项目发起人。

■ 2035 年，全球会进
入一个“人人上网，人人上
好网”的全新时代，国与国
之间、人与人之间，通过各
类智能终端、网络应用和算
法等主动或者被动地联结在
一起，人类进入一个以数字
空间为主导的生活空间，那
将是一个高度互联、高度协
调、紧密相联的命运共同
体。

■中国互联网今天的主
导性价值观还是重商主义。
这种缺陷导致了中国互联网
商业化、娱乐化和生活化方
面走在了世界前面，但是，
为全球互联网发展提供更多
原创性技术创新和公共物品
方面，明显与我们互联网大
国的地位极不相称。这是我
们未来最需要补课的地方。

■科技竞争最根本的还
是一个国家的基础研究实
力，这需要我国的高校能够
真正跻身全球一流，从而吸
引全球各领域、各学科的最
优秀教授和学生，中国才能
真正在科技领域的竞争方
面，跟欧美可以“掰一掰手
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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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