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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互联网协会向联合国人权高专办提交的 

普遍定期审议非政府组织报告 

 

1. 我们认为，近年来中国政府在推动互联网在中国的

发展方面做了许多努力，取得了许多成效，但同时还有许

多地方还待完善和提升，例如在网络个人信息保护、互联

网普及、网络言论理性表达等方面。 

2. 我们注意到，近年来中国政府不断提高对网络信息

保护的重视程度，尤其是 2012 年 12 月 28 日，十一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

的决定草案。该决定里面明确规定，国家保护能够识别公

民个人身份和涉及公民个人隐私的电子信息。我们认为国

家最高权力机关的这一立法之举，对于网络信息尤其是个

人信息和隐私的保护意义重大，专门为网络信息保护立法，

这在中国尚属首次。我们建议，政府能够在此基础上不断

完善和提出有关加强网络监管的立法方案，出台具体的实

施细则、保护和惩罚措施等以及对滞后法律法规进行修订。

同时我们建议政府在立法征集民意方面，继续通过多种公

开形式收集民众的意见与建议，以保证立法的科学、民主、

广泛和公正。 

3. 在互联网普及方面，我们注意到，截至 2012 年 12

月底，中国网民规模达 5.64 亿，手机网民规模为 4.20 亿，

互联网普及率为 42.1%，超过全球平均水平。中国网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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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人口占比为 27.6%，规模达到 1.56 亿。但是，中国仍

有十个省市的互联网普及率低于 30.2%的全球平均水平，其

中云南、江西、贵州三省不到 25%，地区间的互联网发展

差距有待进一步缩小。中国网民中男女比例为 55.8:44.2，

男性与女性居民的互联网使用率仍存在一定差距。 

4. 根据调查发现，对于未来没有上网意向的非网民，

多数人是因为不懂电脑和网络，以及年龄太大。造成这一

现象的原因相对复杂：部分人群的上网需求不强，互联网

上的各种应用与其现实生活仍存在距离，因而没有形成足

够的需求去刺激其学习并接受新事物，当前互联网使用还

存在技术门槛，对个人的知识技能有一定要求。对此，我

们建议，一方面政府要不断加大基础设施建设、调节上网

费用，另一方面政府要积极鼓励互联网技术和应用创新，

研发针对不同人群有更为细致、个性化、智能和便捷的网

络服务。 

5. 中国在信息无障碍建设方面的工作起步较晚。我们

注意到，政府对此给予了高度重视。2012 年 8 月 1 日，《无

障碍环境建设条例》正式开始施行，促进残疾人无障碍地

获取信息，获得平等的教育和就业机会。目前，中国共有

各类残疾人 8502 万人，其中视觉残障人士有 1263 万人，

听力残障人士 2054 万人，而可以使用电脑上网的视觉残障

人口仅有 1.2 万，仅占全部视觉残障人口的 0.1%。我们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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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政府要进一步积极推进法律法规的制定，努力研究制

定相关技术标准，加强对企业关于信息无障碍建设的引导

和鼓励，不断提升信息无障碍的服务能力，全面提供面向

残疾人等弱势群体的关爱服务。   

6.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

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在中国，互联网已经成

为传播力强大、影响十分广泛的大众传媒。目前，中国日

均访问量过亿的新闻类网站有 20 多家，网络新闻受众群体

接近 4 亿。即时通信用户规模达 4.68 亿，博客和个人空间

用户数量为 3.72 亿人，社交网站用户规模为 2.75 亿，仅新

浪、腾讯两家微博客的用户即达 8 亿。中国政府借助网络

尤其是微博了解民意，大量通过互联网反映出来的社会问

题、民生问题都受到了重视、获得解决，例如反腐败、拐

卖儿童等。这些都积极促进了政府工作的不断改进。我们

承认，中国的互联网上有时会存在一些非理性的表达。我

们建议，政府可以根据国情进行相关立法，进一步通过法

律法规来规范和促进网络言论理性表达，严厉查处编造、

传播虚假信息的行为，打击利用网络从事违法活动的个人。 

7. 我们理解，互联网具有多样性的特征，不同文化对

互联网有不同的认识，不同国家的互联网发展阶段对互联

网治理的重点存在一定差异。我们建议政府未来能进一步

扩大与国际互联网相关方面的交流与合作，相互了解和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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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