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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贸发会议呼吁各国促进数字数据流动造福所有人 

需要采取新的方针促使各国将数据作为全球性公共品更好地加以利用。 

日内瓦，9 月 29 日—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9 月 29 日发布《2021 年数字经济报告》，呼吁采取新的全球

数据治理方针促进数字数据视需要尽可能自由地跨境流动。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机构——贸发会议指出，新的治理方针应帮助实现发展收益最大化，确保收益的公平分配

并减少风险与危害。  

新的治理方针也应促进世界范围内的数据共享，发展全球性数字公共品，增加信任并减少数字经济中的不

确定性。 

报告指出新的全球架构还应帮助避免互联网的进一步碎片化，应对数字平台占主导地位所带来的政策挑战

并进一步缩小业已存在的不平等。 

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在报告前言强调:“走上一条数字和数据治理的新道路，现在比以往任何时

候都更加重要。” 

“目前碎片化的数据格局可能使我们无法获取数字技术可能带来的价值，不仅如此，还可能导致与泄露隐

私、网络攻击及其他风险有关的重大伤害。” 

贸发会议秘书长丽贝卡·格林斯潘表示:“我们亟需重视实现全球数字和数据治理的目标，发展全球性数字公

共品，增加信任并减少数字经济中的不确定性。当前疫情已经表明了共享全球公共卫生数据的重要性——数

字治理问题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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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凸显新的全球治理的重要性 

数字数据日益成为重要的经济和战略资源，全球新冠疫情更是强化了这一趋势。  

疫情期间，全球公共卫生数据的共享帮助了各国应对疫情以及科研人员研发疫苗，显示出数据共享的重要

性。  

贸发会议副秘书长伊莎贝尔·迪朗指出：“全球数据经济中互联互通和相互依存的挑战日益增长，这就要求我

们摒弃各自为政的做法，更多地采用从全局出发、 协调一致的全球方针。”  

她进一步表示“亟需新的和创新的全球治理方式，因为老方法可能无法应对新情况”。 

提议设立新的联合国机构专注数据治理 

贸发会议提议设立一个负责评估和发展全面的全球数字和数据治理并具备相关技能的新的联合国协调机

构。其工作将结合多边、多利益相关方和多学科的参与。 

这一机构应致力于解决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和区域数据治理倡议中代表性不足的问题。 

该机构也应辅助国家政策，与其保持一致，并提供必要的政策空间，以便所有国家不论其数字化就绪程度

和能力如何，均能从数据驱动的数字经济中获益。 

解决数据治理分歧迫在眉睫 

报告指出，当前全球数据治理模式差异极大，尤其是美国、中国和欧盟三家主要参与者之间治理模式各不

相同。 

美国模式强调私营部门对数据的控制，中国模式强调政府对数据的控制，而欧盟则赞成在基本权利和价值

观的基础上由个人控制数据。 

贸发会议技术和物流司司长夏米卡·斯利曼尼认为，全球数据治理架构的缺失将阻碍国家从数字经济中获

益，也将影响国家在私营领域和政府部门在数据使用中对用户隐私提供保护的能力以及解决执法和国家安

全相关问题的能力。  

斯利曼尼强调：“新的监管框架需要考虑经济和非经济层面因素，同时适用于数字就绪程度不同的国家。” 

她表示新的数据治理方针将促使各国将数据作为全球性公共品更好地加以利用，就数据相关权利及原则达

成共识，制定数据方面的标准以及加强全球合作。 

尽管国际社会对于数据日益关注，但监管理念和立场的不同导致关于如何监管跨境数据流动的国际辩论已

陷入僵局。提议采取新的国际数据治理方针或可促进达成折衷方案。 

报告指出，当前的区域和国际性的法规框架存在覆盖范围或者地域过于狭窄的问题。这导致了无法公平分

配跨境数据流动带来的经济发展收益，同时恰当地化解相关风险。  

数据鸿沟使发展中国家处于落后位置 

报告警告称，随着数据驱动的数字经济日益发展，数据方面的鸿沟不断加深，发展中国家可能会沦为全球

数字平台的原始数据提供方，要想获得数字智能则必须付费，尽管这些智能来自于它们自己提供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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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指出，在驾驭数据能力方面，美国和中国脱颖而出。全世界的超大规模数据中心有一半在这两个国

家，两国 5G 普及率最高，占世界顶尖人工智能研究人员的 70%，占人工智能初创企业融资总额的 94%。 

两国还占全球最大数字平台市值的近 90%。这些公司的利润和市场价值在疫情期间均得到了加强。 

2019年 10月至 2021 年 1 月期间， 全球前七大数字平台的股票价格涨幅从 55% (Facebook) 到 144% ( 苹

果 ) 不等。 

全球数字平台不断扩大 

随着争夺技术发展领先地位以获取经济和战略优势的竞争日益激烈，全球性的数字平台继续扩大自身的数

据生态系统，不断加深对全球数据价值链各阶段的控制。  

因此报告指出，在思考跨境数据流动监管问题时，也应将数字企业的治理纳入考量。 

该报告的结论将为于 10 月 3 日至 7日举行的联合国贸发会议第十五届大会期间的相关讨论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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