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 Declaration for the Future of the Internet 

未來網際網路宣言 

 
 

我們基於對於數位科技可以促進連結、民主、和平、法治、永續發展，以

及享受人權與基本自由方面潛力的信念，而團結在一起。隨著我們在工作、

通訊、連結、參與、學習和娛樂上對於數位科技利用的增加，也更加依賴

一種開放、自由、全球化、可互通性、可靠及安全的網際網路。而我們也

意識到依賴網際網路帶有風險，以及我們所面對的挑戰。 

 

我們呼籲一個新的未來網際網路宣言，涵括所有積極支持開放、自由、全

球化、可互通性、可靠和安全的未來網際網路的夥伴。進而確認我們對線

上及整個數位生態系保護和尊重人權的承諾。本宣言中的夥伴，將致力營

造一種環境，以加強我們的民主制度、促進所有公民積極參與民主進程、

保護個人隱私權及其安全、維持安全可靠的連結、抵制分裂全球網際網路

的企圖，並促進自由且競爭的全球經濟。本宣言中的夥伴，邀請有共同願

景的其他夥伴，與公民社會和其他利害關係人一起合作，確認在未來全球

網際網路中，我們各自角色的指導原則。 

  

重申網際網路的承諾   

 

伴隨網際網路發展的宏偉承諾，源於其設計：一個開放的「網路的網路」，

一個提供給全人類的單一互聯通訊系統。網際網路穩定且安全的獨特識別

碼系統之運作，自始即受到多方利害關係人的管理，旨在避免網際網路的

破碎化，這仍然是我們願景的核心成分。對於企業、企業家及整體創新生

態系而言，互聯許諾了能更好地接觸客戶與更公平的競爭；對於藝術家、

創作者，則能更好接近新受眾；對所有人而言，則是能不受限地獲取知識。

隨著網際網路的誕生，快速的創新、活躍的通訊、跨境資訊流的增加與市

場的成長--以及新的數位產品及服務的發明，現在已經滲透到我們日常生

活的各方面。 

 



 

 

然而我們在過去的二十年，目睹了這一願景出現嚴峻挑戰：對開放網際網

路的近用，受到一些威權政府和線上平臺的限制，數位工具越來越多地被

用來壓制言論自由，並否定其他人權與基本自由。國家支持或縱容的惡意

行為正在增加，包括假訊息與勒索軟體等網路犯罪的蔓延，影響關鍵基礎

設施的安全性與韌性，同時對重要的公共與私人財產構成風險。與此同時，

多國建立網路圍牆、採取關閉網際網路等技術措施，以違反國際人權承諾

和義務的方式，限制新聞、資訊與服務被取得。部分政府與私部門，透過

協力或單獨行動，試圖濫用網路治理及相關流程的開放性，以推進其封閉

的願景。非但如此，曾經是去中心化的網路經濟已變得高度集中，許多人

對其隱私以及在線上被蒐集、存儲的個人資訊的數量和安全性，有合理的

擔憂。線上平臺增加了非法或有害內容的傳播，這些內容可能威脅個人安

全，並助長極端化和暴力。假訊息與外國惡意活動，被用來在社會的個人

或群體之間，製造分裂和衝突，破壞對人權與民主制度的尊重和保護。 

 

我們的願景 

 

我們相信，我們應透過對於未來網際網路的共同願景，來迎向這些挑戰，

重新令政府與相關機關，承諾捍衛人權及促進公平繁榮的經濟。我們將確

保數位科技用於強化，而非削弱民主和對人權的尊重；為數位生態系下的

創新提供機會，無論事業規模大小；並且保持我們社會間的連結。我們將

共同努力保護及加強網路治理的多方利害關係人體系，並保持網際網路基

礎設施的高度安全性、隱私保護、穩定性及韌性。 

 

我們承諾將促進和維持的網際網路是：一個開放、自由、全球化、可互通

性、可靠和安全的網際網路，並確保網際網路能強化民主原則、人權和基

本自由；為合作研究和商業提供機會；以共融的方式開發、管理和配置，

以利於未得到服務或服務不足的社群，特別是對於初次上網者，可以在個

人資料隱私受到妥善保護的狀況下安全地瀏覽網站；並以多方利害關係人

參與方式治理。簡而言之，是一個可以實現連結所有人類，並幫助社會和

民主繁榮發展承諾的網際網路。 

 

網際網路應該以單一的、去中心的「網路的網路」方式運作——具備全球

影響力，並透過多方利害關係人參與的方式，由政府和相關機關，與學術



 

 

界、公民社會、私部門、技術社群等，攜手共同治理。數位科技仰賴網際

網路，當其以開放、自由、全球化、可互通性、可靠和安全的方式運作時，

將產生最大的益處。數位科技的生產、使用和管理，應以能實現可信賴、

自由和公平的商業方式運作；應避免個人用戶間不公平的歧視，並確保提

供用戶有效的選擇；促進公平競爭，鼓勵創新；促進和保護人權； 並且培

育出具以下特質的社會： 

 

 保護及促進所有人之人權、基本自由及福祉； 

 透過提升網際網路的普及性、可負擔性，及個人使用網路的技能，

讓所有人無論身處何處皆能連網； 

 個人及企業可以相信其所使用的數位科技的安全性及保密性，且其

隱私受到保護； 

 任何規模的企業均可在公平且競爭的生態系中，產生創新、競爭並

憑藉自身優勢蓬勃發展； 

 基礎設施應以安全、可互通、可靠與永續的方式設計； 

 科技被應用於促進多元主義、表意自由、永續發展、共融的經濟成

長，並對抗全球氣候變遷。 

 

推動願景的原則 

 

本宣言中的夥伴，將採取下列關於網際網路和數位科技的一系列關鍵原

則，透過現有的多邊和多方利害關係人論壇推廣這些原則，將這些原則轉

化為具體的政策和行動，並共同努力以全球為範圍，推廣我們的願景，同

時尊重在各自管轄範圍內的監管自主權，並遵守各自的國內法和國際法律

義務。這些原則不具有法律約束力，但應作為公共政策制定者，以及公

民、企業和公民社會組織的參考。 

 

保護及促進所有人之人權、基本自由 

 

➢ 致力於使各自國內相關機構，在實施與執行權力時，無論線上或是

線下，皆應尊重包括羅列在世界人權宣言所載的人權，並尊重法治、

正當性目的、非任意性、有效監督及透明性，同時也呼籲他人效法。 



 

 

➢ 促進線上安全並持續加強我們打擊線上暴力的工作，包括基於性別

與性的暴力行為，以及兒童性剝削，讓網路成為對所有人安全的場

所，特別是女性、兒童、青少年； 

➢ 促進每個人都能安全、平等使用的網際網路，消弭各種基於性、性

別及其認同、種族、膚色、族群或社會出身、遺傳特徵、語言、宗

教或信仰、政治或其他意見、國族內少數或原住民族、財產、出生、

身心障礙、年齡或性取向等各層面之歧視； 

➢ 重申我們的承諾：在政府、主管機關或數位服務平台採取行動，以

減少線上非法及有害內容與活動時，應符合國際人權法，包括表意

自由，並鼓勵多元意見及多元主義，得免於言論審查、騷擾或恐嚇

的恐懼     ； 

➢ 保護及尊重所有數位生態系內的人權與基本自由，同時遵照國際人

權法，對人權侵犯行為提供有意義之救濟措施； 

➢ 避免網際網路或演算法工具及技術，被誤用或濫用於不符合國際人權

原則的監聽、壓迫與鎮壓，包括開發社會評分或其他國內社會控制，

以及犯罪前拘留與逮捕的機制。 

全球化的網際網路 

 

➢ 避免政府全面或部分採取強制關閉網際網路，或限制國內網際網路

接取； 

➢ 避免封鎖或限制網際網路的合法內容、服務及應用之接取，以符合

適用包括國際人權法在內相關法律，所建立的網路中立性原則； 

➢ 促進我們基於志同道合、民主、開放與外向性所共享的價值觀，致

力實現數據流動自由所帶來的利益； 

➢ 促進在研究創新與標準制定上的合作，鼓勵透過國際論壇分享安全

威脅的相關資訊，並重申對於網路世界，我們會採取框架性負責任

行為的承諾。 

 

包容與可負擔的網路近用 

 

➢ 推動企業與個人所需的網際網路為可負擔、包容及可靠的，並努力

消弭全球數位落差，以確保全體人類能從數位轉型中獲益； 



 

 

➢ 支持數位識讀、技能取得及發展，使個人能夠克服數位落差，安全

地參與網路活動，實現數位經濟的經濟與社會潛能； 

➢ 增進網路上多元文化、多語內容、資訊和新聞的呈現。網路多元內

容的呈現應有助於多元化的公共言論、促進更廣大的社會與數位包

容、強化面對錯誤訊息及造假訊息之韌性，以及擴大民主進程的參

與。 

 

數位生態系中的信任 

 

➢ 共同合作打擊網路犯罪，包括以網路遂行的傳統犯罪，並嚇阻惡意

網路活動； 

➢ 確保政府及有關機關依照法律規定使用個人資料，且相關作為符合

國際人權法； 

➢ 保護個人隱私、個人資料、電子通訊或儲存於個人電子終端設備上

資訊的機密性，符合保護公共安全的國內法與國際法； 

➢ 促進消費者保護，特別是弱勢消費者，避免網路詐騙、其他網路上

的不公平行為、網路上販售的危險與不安全商品，造成消費者權益受

損； 

➢ 推廣與使用值得信賴的網路基礎建設與服務供應商，根據以風險為

基礎的技術性及非技術性評估，以確保網路安全； 

➢ 避免透過網路來破壞與選舉相關之基礎設施、選舉與政治過程，包

括透過偽裝資訊操控選情； 

➢ 支持以規則為基礎的全球數位經濟，促進貿易及具競爭與公平性的

線上市場，使企業得基於其專長進行競爭。 

➢ 合作發揮科技對抗氣候變遷及保護環境的最大效果，同時儘可能減

少網際網路與數位科技的環境足跡。 

 

多方利害關係人網路治理 

 

➢ 保護與強化網路治理的多方利害關係人體系，包括主要科技協定與

其他相關的標準之發展、配置與管理； 



 

 

➢ 避免破壞攸關網際網路普遍可用性及完整性之科技基礎設施。 

 

我們相信這些未來網際網路的原則，本質上是普世的，因此我們邀請那些

認同並堅持這些原則的人，一起實施此願景。本宣言考慮到並期盼為既有

進程做出貢獻，包括聯合國相關體系、七大工業國家組織、二十國集團、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世界貿易組織，以及其他相關多邊組織及多方利害

關係人論壇、網際網路名稱與位址分配機構、網路治理論壇、網路自由聯

盟。我們也歡迎，與許多公民社會組織和非營利組織建立夥伴關係；這些

組織對於促進開放、自由、全球化、可互通、安全與可靠的網際網路，以

及捍衛網路基本自由與人權至關重要。本宣言中的夥伴，將與利害關係人

協商並密切合作，以拓展此願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