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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秘书长的前言 

今年是国际电信联盟成立150

周年。从1865年签署首项《国际

电报公约》迄今，国际电联从其

最初的20个成员发展到目前193个 

成员国和700多个部门成员、部

门准成员和学术成员。国际电

联的历史就是政

府、私营公司和

其它信息通信技

术（ICT）行业利

益攸关方之间开展合作与协作的 

历史。

我们将于2015年举行庆祝

活动，向国际电联创始成员的远

见卓识以及国际电联成员恪守不

渝的全球合作与和谐原则致敬，

这是国际电联1865年成立时所系

的根本。毫无疑问，这些正是我

作为秘书长决心在国际电联信守

的价值观，以确保国际电联成立

之初秉承的协作精神和统一意

志得以传承，支撑其无线电频谱

管理、电信标准和连通世界的 

工作。

自1865年以来的150年当中，

国际电联一直在电报、电话、无

线电和电视乃至卫星、移动电

话、互联网和宽带等通信业务的

发展进程中，发挥着核心作用。

纪念国际电联150周年不仅是

庆祝国际电联的诞生，还是为当

今ICT和电信生态系统中惊人的工

程奇迹点赞，正是这一生态系统

使全球的社会和经济得到加强，

并为环境可持续的未来奠定了 

基础。

本出版物描述了国际电联

1865年成立时的环境，生动反

映了150年前通信技术行业的情

况，列出了导致国际电联诞生但

至今依然存在的诸多挑战。此书

在手，我相信读者一定会兴趣盎

然、收获颇丰。

赵厚麟 

国际电信联盟 

秘书长

2015年4月





06 引言
国际电信联盟（ITU）在一个

史无前例的探索与创新时代发展

壮大。在其150年的历史当中，国

际电联扩大了国际合作，努力提

出可将研发中的新通信技术加以

整合的实用解决方案，以造福于

全人类。

首项《国际电报公约》的

历史性签署和国际电报联盟的成

立，对全球通信界产生了深远 

影响。

19世纪中叶，电报线路止于

国界，因为每个国家采用不同系

统和设备。信息需要誊写、翻译

和送交边境，然后借助邻国的电

报网络再次发送。因此，各国决

定就其网络的连通达成协议也就

不足为奇了。

1865年5月17日，经过两个

半月的艰苦磋商之后，20个创始

成员在巴黎签署了首项《国际电

报公约》，国际电报联盟（国

际电联前身）宣告成

立。这头一项国

际公约为实现

电报设备标准

化、统一操

作指令并制

定通用的国际

资费与会计规

则建立了框架。

一个半世纪以后，本组织的

根本宗旨基本保持不变。正如其

150年的丰厚历史所鉴，在此期

间，国际电联随着日新月异的电

信行业发展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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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尔斯键



08 电气电报： 
首条国家网络

电力在技术中的应用始于19

世纪中叶，它极大拓展了人类取得

实际成果的能力和范围。没有任何

领域能够像电报的发明那样凸显这

一成效。在进行了电信号发送实验

后，电报线路很快将许多国家的大

城市连接在一起，人类长久以来对

迅速有效长离距通信的追求达到了

渴望变革的新高度。

这种令人激动的新媒体超越

并在性能上大幅度强于此前所有

的长距离通信手段。烟信雾号、

信鸽、邮驿和邮政马车作为人类

数千年来主要通信手段的日子一

去不复返了。纵是作为电气电报

前身的光学电报信号系统，也无

法与这一充满希望的新媒体相提

并论。

视觉电报系统由

法国工程师克劳

德•沙普（Claude  
Chappe）（1763-
1805年）于1792年
推出，在欧洲一直

广泛使用至19世
纪50年代，之后随

着电报的出现而

衰落。这是历史上

第一个真正意义上

的“有组织的通信

系统”。当沙普为他

的系统命名时，他

首次使用了“电报”

一词：该词源于希

腊语“tele” 
（意为“远距离”）

和“graphien”（意

为“写”）。 

沙普的系统由一套

安装在塔上或山上

的摇臂组成。摇臂

的位置代表字母

表中的一个字母、

一个单词或一个概

念。消息从一个信

号塔向另一个信号

塔传递 – 这些信

号塔大约间隔10公
里 – 人们在望远

镜的帮助下辨识消

息。该系统的一个

主要缺陷是传递消

息须在良好天气下

进行–雨雾天气时

系统无法工作，而

且夜晚也不能发送

消息。

在1790-1795年的

法国大革命年代，

亟需迅捷且可靠的

通信。为此，1793年

夏，法国政府任命

沙普为“电报工程

师”（Ingénieur-
télégraphiste），责
成他在巴黎和里尔

之间建设一条由摇

臂式信号机站组成

的线路。法国军队

1794年的Quesnoy
大捷是该线路传送

的第一条消息。

视觉电报无疑是当

时最为快捷的通

信方式。各种数据

电报发明之前： 
沙普（CHAPPE）的摇臂式信号机

克劳德∙沙普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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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俟其实用性得到验证，

各国均立即开始安装电气电报网

络。欧洲的电报线路普遍从最初

就实现了国有化，而北美线路的

经营则交给了私营企业。但激励

网络扩容的因素是相同的：

• 为外交信件往来和国家事务

提供快速可靠通信途径的愿望，

• 对电报成为同期采用的铁路

安全快速运行所不可或缺的资产

的认识

• 私营企业对将电报投入商用

的兴趣。

表明，在良好天气

下，每个站传送一

个符号的最短时间

为20-30秒。远距

离接收消息的速度

较难评估，因为各

种数据并不总是吻

合。在巴黎，似乎两

分钟收到了发自里

尔的信号，六分钟

收到了发自布雷斯

特的信号，12分钟

收到了发自土伦的

信号。这些很可能

是在天气良好的情

况下获得的最佳结

果。沙普的另一个

重大贡献是他开发

了一套通用代码，

确保网络之间有效

且安全的传输。 

到1844年，法国拥

有了一条长达5 000
多公里的电报网络

（沙普系统），将29
个法国城市与巴黎

连接起来。

其他欧洲大国也

认识到“电报”在

加强政府权力方

面的用途，同时也

是巩固国防的有力

手段。英国采用了

称为“默瑞爵士”

（Lord Murray）
系统的视觉电报

系统，普鲁士采用

了“Bergstraesser”
系统，其他一些欧

洲国家也有类似的

装置。克劳德∙沙普

的电报使用了 
61年。

在法国，第一条电

报线路于1845年在

巴黎和鲁昂之间建

成，之后又在巴黎

和里尔之间建了一

条线路。直到1855
年，法国才用电报

取代了摇臂式信号

机。如今，海员仍

使用旗语信号在船

舶之间或铁路上进

行通信，在后一种

情况下，电报机信

号改变了“摇臂”

的倾斜角度，以此

与火车司机进行通

信。尽管彩色光信

号机已在多数国家

取代了旗语信号，但

一些机械式摇臂直

至今日仍在使用。

1799年，卢浮宫顶上的摇臂式信号机



10

1837年，英国第一条

电气电报线路在伦

敦和伯明翰之间开

通，而在美国，第一

条电气电报线路是

1844年在华盛顿与

巴尔的摩之间开通

的。尽管法国已建设

了庞大的视觉电报网

络，但法国国王认识

电气电报的优势并于

1844年命令一个特

别委员会研究其应用

问题。法国第一条线

路1845年完工，奥匈

和比利时第一条线

路于1846年完工，意

大利于1847年，瑞士

于1852年，俄罗斯于

1853年完工。

1850年，John 
Watkins Brett和他的

兄弟Jacob在英国和

法国之间铺设了第一

条电报电缆，但仅仅

一年之后就不得不

以一条更为坚固的电

缆取而代之，原因是

一位法国渔民误将

其当作一种新型海藻

而切断了。第一条跨

越大西洋的电缆铺

设于1858年，将欧洲

和北美的通信时间

从10天（用船传递消

息的时间）降低至仅

仅数分钟。

欧洲第一条 
电气电报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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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报向公众开放后，

报社是首批客户。

保罗•朱利斯•路透

（1816-1899年）即靠

发布“路透社电报”

路透社电报

而发家致富 — 利用

电报传送政治、金融

和经济新闻。John Watkins Brett 
（1805-1863年）， 
负责跨英吉利海峡和跨地
中海海底电报电缆的铺设

保罗∙朱利叶斯∙路透
（1816-1899年），德

国企业家、媒体 
先驱、路透社的 

创始人



12 国际电报： 
1865年之前 
复杂的 
外交协议

国家电报网络建成不久，

通过国际合作与邻国线路互连互

通的必要性凸显。然而，每个国

家都有各自尚未实现国际标准化

的系统，从一国向另一国发送电

报是件麻烦事。跨境发送的电报

必须进行誊写，翻译成为经转或

目的地国语言，提交到对方的边

境口岸并经邻国的电报网络前转 

发送。

有必要建立某种国际系统，

利用电报的潜力发展政治和贸

易关系。这在19世纪40年代末期

和19世纪60年代中期的整个欧洲

激起了一阵磋商旋风，最终达成

了旨在制定通用国际电报设备标

准、规则和资费协议的一系列双

边和多边协议。

1850年斯特拉斯堡边境邮局的电报
员。巴登的电报网在此与法国相连。
一名法国电报员在斯特拉斯堡抄收到
发给巴登大公的电报，并将报文交给
来自巴登的同事。该同事翻译完报文
后将其发送到克尔，并由此再次通过
大公电报网发送。





1865年的欧洲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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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欧

德国在1871年统一之前，

是一个由27个邦国组成的国家，

其中包括王国、大公国、公国、

封邑、自由汉萨城市和一个皇家 

领地。

普鲁士王国是这些邦国当

中最大的一个，占帝国领土的三

分之二。然而其领土分散于多个

省份，通常没有共用边界。1848

年，普鲁士决定将其首都柏林与

王国的边境地区连接，但它必须

与德国各邦国至少达成15个公

约，才能获得电报线路所需的通

过权，而这些公约只在德国境内

有效。普鲁士和奥地利于1849年

签署的有关“为国家快件交换而

建立和使用电磁电报”的公约，

是首项可以称为具有国际性的此

类协议。

随后许多类似协议应运而

生，例如1849年的普鲁士与萨

克森的协议和1850年的奥地利

与巴伐利亚的协议。在1850年

德累斯顿会议上，四个邦国进一

步创建了奥地利-德国电报联盟

（AGTU）。符腾堡、汉诺威、荷

兰、巴登和梅克伦堡-什未林等邦

国此后不久都加入该联盟。

AGTU的宗旨是利用基于统一

规则的电报系统的优势，提供官

方和私人的国际电报业务。

在 1 8 5 1 年的维也纳会议

上，AGTU做出决定，其成员的国

际电报线路应实现物理的互连，

因此不必保留边境电报局和运营

公司，从而加快国际电报业务的

传送。莫尔斯电报被视为为所有

国际线路所接受的标准，资费区

第一份史上有案可

查、旨在连接两国

电报线路的条约

于1849年10月3日
在普鲁士与奥地利

之间签署。该条约

通过一条沿着当时

的Trieste-Vienna-
Oderberg（边境）

Berlin-Hamburg铁
路架设的电报线路

将柏林和维也纳连

接起来。为完成线路

的连接，在奥地利的

Oderberg（现今捷克

共和国的Bohumín）
建设了一个共用站，

两个缔约国的电报

员在此交换电报。政

府电文优先，其后是

铁路业务电文，最后

才是公众通信。因为

当时还没有双工技

术，因此双日从奥地

利发出的电报优先，

单日从普鲁士发出的

电报优先。

第一份国际电报协议

连通奥地利、巴伐利亚、
汉诺威、普鲁士和萨克
森的统一电报系统地图

（185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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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得以建立，而国际电报费用则

按距离计算。

根据1857年斯图加特会议

做出的重大决定，AGTU成员商

定，电信协议的国际条款，如那

些有关合同国和资费制定程序等

国际电报协议的规定很可能保持

不变，将被纳入《公约》。而另

一方面，最可能修改的条款则纳

入“规则”或“服务说明”，成

为《公约》的附件。这种双轨制

旨在使AGTU成员进行不断发展的

科技所要求的技术改革，但不改

变公约的规定，因为规定只能由

缔约方在外交层面修改。

在150多年以后的今天，国际

电联沿用了具有远见的体制，而

且不同其他负责各行业监管工作

的国际组织，也将它作为标准做

法加以采用。

在19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

初，AGTU提出了一项随后得到另

一国际电报联盟采用的措施，即

接纳一系列私营公司加入协议，

其中包括“国际电报公司”、 

“海底电报公司”和“地中海岛

屿电报线路公司”。 

 
西欧

西欧各国不久就开始以中

欧各国为追赶对象。法国和比利

时于1851年、法国和瑞士于1852

年、法国和撒丁岛于1853年以及

法国和西班牙于1854年签署了双

边协议。

AGTU的成功，推动了比利

时、法国、撒丁岛、西班牙和瑞

士于1855年成立了西欧电报联盟

（WETU）。各国在巴黎同年举行

的落成大会上签署了一项公约，

除降低电报费率并就电报和电报

快件所用语言1达成一致外，该

公约与《奥德联盟公约》成员所

达成一致的条款基本相同。1856

年，荷兰和葡萄牙加入了该公

约，1860年，梵蒂冈国和两西西

里王国随后也加入该公约，而且

被称为“地中海岛”和“不列颠

岛”的两个实体亦同意遵守WETU

公约。
1858年8月24日， 

伯尔尼，国际电报委员会 
首届会议记录的传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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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两个欧洲联盟的努力

除两大联盟外，欧洲还有负

责信件交换的其它国际协议。实

际上，自电报交换问世之初，欧

洲的中西部就开始制定国家间的

信件交换安排。

为统一欧洲中西部两个集团

的立场，比利时、法国和普鲁士2

于1852年在巴黎签署了一项公约。

这项协议涉及广泛的问题：敷设

直通电报线路，使国际电报信息

能够不中断地跨越国境（没有必

要保留公共边境电报局）；所有

人都享有在其发起端通过支付费

用享用国际电报服务以及在电报

丢失和不应有延误情况下的退款

的权利。将保证电报往来的保密

性，但只有各国政府才有权破译

电文。

在柏林（1855年）和在布鲁

塞尔（1858年）举行的两次会议

上，三个缔约国拓展了公约的基

本条款。这些会议的目的在于，

通过在这些国家首都之间提供充

足线路并使莫尔斯电报设备的使

用标准化，进一步加强和加快国

际电报业务流。各国获准对业务

进行监督，并可阻断或拒绝任何

被认为有悖于良好道德风尚或威

胁公共安全的电报。

首次允许电报案文包括数

字，但条件是它们涉及商务；还

降低了此类通信的费率。

国际电报基金会向许多国家

发出呼吁，又有11个独立国家在

1859至1861年之间签署了公约。按

时间先后排序的这些国家是：瑞

士、西班牙、撒丁岛、葡萄牙、

土耳其、丹麦、瑞典和挪威、教

皇国政府、俄国、两西西里王国

和卢森堡。

尽管两个电报联盟的成员为

达成更好的工作协议做出了上述

努力，但在其各自公约的条款当

中依然存在巨大分歧。国家间的

电报流动依然受到连接、标准化

和通用操作规定不足的影响。

科技的发展、电报线路的延

伸和电报通信的复杂性清楚地表

明，现行协议已不能满足当时的

需要与情况。人们越来越清楚认

识到，应将现有的电报协议整合

在一麾之下。

莫尔斯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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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电报大会 
（1865年，巴黎）

路易斯•拿破仑•波拿巴，即

后来的皇帝拿破仑三世，对新技

术态度开明，支持法国及其工业

实现现代化。他允许在法国将电

报用于私人和商业用途，相信现

代经济需要快捷、在边境毫不受

阻的通信。

1864年，法兰西帝国政府不

仅向以往电报公约的缔约国，而

且向所有欧洲国家3发出邀请，出

席于1865年3月1日在巴黎开幕的

大会，就可能创建统一的国际电

报系统的总体协议进行磋商。

20个国家4确认出席，从而为

通信行业及其在全球社会的地位

留下不可磨灭印记的历史性事件

铺平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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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5年春在巴黎出

席会议的代表一定

注意到了法国首都

天翻地覆的变化。

拿破仑三世在掌权

后不久就启动了改

造巴黎城的大规模

计划。雇佣了成千上

万的工人改善该城

市的卫生、供水和交

通系统。为指挥这项

工作，拿破仑三世任

命乔治•欧仁•奥斯曼

（Georges Eugene 
Haussmann）为塞纳

省新省长并授予了

他重建市中心的巨

大权力。他在办公室

中央放置了一幅巨

大的巴黎地图并和

奥斯曼一起规划“

新”巴黎。指示奥斯

曼实现巴黎的“净

化、整齐划一和美

化”：为该域开拓可

自由呼吸的开阔空

间、将城市的不同

部分连通并使其形

成一个整体、更加

美丽。

在19世纪中叶，巴黎

市中心极其拥挤、

黑暗、危险和肮脏。

一些社区的人口密

度极大。在这些条

件下，疾病传染很

快。1832年和1848
年，霍乱曾在市区流

行。城市交通是另

一个主要问题。运货

马车、四轮马车和货

车几乎无法在街道

中通行。在拿破仑三

世的整治下，建设了

两座新火车站：里昂

火车站（1855年）和

北站（1865年）。他

建成了“巴黎大堂”

（Les Halles） — 
位于市中心的大型

玻璃和铁构建筑农

产品市场。 

奥斯曼将收到的 
2.5亿法郎贷款用于

重建巴黎的道路网

络、新的供水结构和

巨大的污水工程系

统，早期的电报线路

即铺埋于此。

奥斯曼与Baltard 
et Davioud（建筑

设计师）、Eugène 
Deschamps（巴黎规

划负责人）、Eugène 
Belgrand（供水和

污水处理）、Jean-
Charles Adolphe 
Alphand（花园、公

园和人行道）等人

组成的高效团队合

作，“美化、扩大并

净化”巴黎。 

奥斯曼重建巴黎时

最著名且最获认可

的代表之作是屹立

在巴黎各大街道两

边的公寓楼群，设计

体现出整齐划一的

整体建筑结构。他将

建筑物视为整齐化

一的城市景观的不

同部分，而不是独立

的结构。

1865年的“现代”巴黎

路易•拿破仑， 
法兰西共和国总统

Georges-Eugène Haussman 
（1809-1891年），塞纳省行
政长官，拿破仑三世时代的
巴黎市规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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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政府监督大会进行。任

大会主席的法国外交部长Edmond 

Drouyn de Lhuys在开幕致辞中

指出，法国重点关注一项单一的

公 约 的 起 草 工

作，以缩小现有

两大公约之间的

差距，并以统一

的电报费率取代

按区域划分的资

费体制。为此，

法国政府起草了

完整的新公约草

案和一套电报规

则。会议接受该

草 案 为 磋 商 的 

基础。

多 数 嘉 宾

代表具有特命全

权大使身份，反

映出各国政府对

巴黎大会的重视

程度。但是，会

议决定，有关最

终 公 约 和 规 则

的实际工作将由到会的电报主管

部门高级官员组成的特别委员会 

（“特别代表委员会”）进行。

法国电报主管部门主任H . d e 

Vougy子爵担任该委员会主席。

每个代表团拥有一个表决

权，而会议一致同意通过简单多

数做出决定。

大会特别委员会在1865年3

月4日至4月11日期间召开了16次

会议，并最终确定了公约草案。5

月17日，经过两个半月的艰苦磋

商，20个参与国批准和签署了首

项《国际电报公约》，并成立了

国际电报联盟，以便对这一初步

协议进行后续修改。此举标志着

国际电联的诞生。

Edmond Drouyn de Lhuys 
（1805-1881年），法国外交家和 
政治家，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和法兰西
第二帝国外交部长，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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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5年巴黎国际电报大会特别代表。
来源：国际电信联盟历史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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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奥赛码头， 
法国外交部时钟沙龙
的内景，第一份《国
际电报公约》签署所
在地（186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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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公约 
及其规则 
和资费

于1865年5月13至17日签署的

巴黎电报公约，使法国政府的多

数目标得以实现，也使国际电报

联盟应运而生。

《公约》及其题为“补充

巴黎电报公约条款的国际业务规

则”的附件，严格遵循了之前

电报公约的规定：在63个条款当

中，仅11个为新条款。适用于所

有国家的新协议倡导建立电报设

备标准化、统一操作说明和通用

国际资费与结算规则的框架。会

议同意接受法国法郎为所有国际

结算的货币单位。要求新的国际

电报联盟成员国的私营电报公司

遵守协议及其规定和规则。推行

同等资费，但以下两种情况除

外：俄国和土耳其获准对其广大

国土偏远的最东部地区收取较高

的电报费用。

1922年12月16日 
在伯尔尼修建的 

国际电报联盟 
成立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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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大会没有批

准的唯一一项法

国主管部门提案

是：为新的电报联

盟设立一个常设

委员会，由各成员

国的一名代表组

成，负责制定国际

电报网络的总体

规划并解决具体

的电报业务问题。

委员会办公之地设

在上一届电报大会

主办国的首都。

巴黎大会无意如此

超前，因而仅授权

法国电报主管部门

制定国际电报网络

图。但是，1868年维

也纳国际电报大会

期间，创建一个常

设管理机构的构想

被再度提起。此次，

瑞士主管部门建议

设立一个常设局处

理联盟的行政工

作。维也纳大会批

准了该建议，设立

了“国际电报管理

局”，总部设在柏林

并由一位常设局长

领导。该局可视为

现今国际电联总秘

书处的前身。

1868年（而非1865年）设立局

任 大 会 主 席 的 法 国 外 长

Drouyn de Lhuys在闭幕致辞或许

最好地表达了新公约的重要性： 

“我们在此召开了一次真正的和

平大会。虽然战争经常仅因误解

而起，消除其根源之一难道

不能使各国更方便地

交流思想和享用这

一奇妙的通信手

段，即一条能够

以 电 光 火 石 之

速 穿 越 空 间 传

递思想，并为分

散于各地的人们

提供快速持续连接

的电线吗？”

法 国 外 长 进 一 步 指 出 ： 

“负责各自国家大规模公共服务

并代表整个欧洲的最高级别人士

聚首，是一种互惠互利的行动。

他们能够荟萃其经验之结晶，形

成一种超越国家的交流中心。毫

无疑问，整个欧洲大陆电报局局

长之间建立的个人关系能够切实

地促进官方关系，并帮助克服即

使最周密的规则也无法彻底避免

的困难。”

在感谢代表在制定国际电报

编码方面发挥的作用时，外长还

表示，他唯一的愿望是，代表

们所带走的对法国的记

忆能够与他们留给

法国的印象一样 

美好。

虽然普鲁士 

和 丹 麦 两 国 在

1848至1864年间

处于战争状态5， 

但普鲁士电报局局

长Chauvin将军对其丹麦

同仁Faber先生所讲的一番话，

也体现出大会所洋溢的和平与合

作精神：“您也许不愿和我一同

露面，这点我可以理解，但在这

次大会上我必须向您说明，托您

的福，我在丹麦见到了任何地

方都没有的漂亮且合理的电报 
系统。”

大会结束前，法国外长感

谢全权代表大会选举他为主席并

表示：“大家的友好合作，使我

的工作轻松闲适，令我恋恋不

舍。”

《公约》及其规则于1866年 

1月1日对所有缔约国生效。为使

私营电报公司遵守新的规则，缔

约国同意对其属下的所有私营公

司最广泛地强制执行公约条款，

并在必要时与他们就对等降低资

费展开磋商。首批20个签字国以

外的国家，也可以通过外交渠道

通知法国政府的方式加入公约。

为跟上行政和技术变革的步伐，

将在缔约国首都举行的大会上定

期对公约进行修改。

经过多月的磋商，代表们创

建了一个改变全球各国人民和民

族通信方式的国际监管框架。

为纪念1865年在巴黎召开的国际
电报联盟首届大会，由巴黎 

造币厂在1866年筹造的纪念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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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电报主管部

门总局长Carsten 
Tank Nielsen先生在

向1885年在柏林召

开的国际电报大会

（即1865年《公约》

签署20周年6之际）

致辞时，论及了该公

约的重要性：

我很荣幸地作为主

任并代表我的同事

向各位阁下发表讲

话。我参加了各届

国际电报大会。自

我出席缔约大会至

今，恰好整整过去

了二十年。各位对

我们结成联盟所带

来的好处均耳熟能

详，这是第一个具

有全球意义的国际

机构。各位也都了

解，从我们这个联

盟里还诞生了其他

类似且同样重要的

联盟。

1865年大会及其 
国际条约的重要性

要准确了解我们联

盟的范畴，我希望

回顾一下在我们齐

聚一堂之前的那段

时光。当各国电报

主管部门负责人完

成了其国内网络布

局，转而要求邻国

提供国际通信的通

信权时，他们发现

自己面临的是什么

局面呢？边境是名

副其实的障碍，各

主管部门对国内通

信仅收取最低的资

费，而对国际和过

境业务却征收尽可

能高的费用，以此

补贴国内通信，平

衡其预算。甚至要

求过境业务须遵循

其所经过每个国家

规范国内通信的 
规则！

这是一种不可容忍

的情况，尤其对于

像挪威这样位于欧

洲边缘的国家。就

我而言，我利用了

报纸上刊登一些位

于欧洲中部国家将

于1865年在巴黎召

开大会的通告，通

过外交渠道要求允

许我参会；而法国

主管部门负责人对

此的个人回应是： 
“我本来就是准

备邀请所有人出席

的”。

这些出自对同行的

好客与友谊之情的

肺腑之言创下了良

好开端，随后我们

在各国首都相继承

办的会议上均受

到热烈和隆重的欢

迎；它也激发了我们

内部的折衷精神，

这一点一直是我们

开展讨论的基础，

使我们在维护每个

缔约国与世界其他

国家的利益方面得

以求同存异。

在我脑海中，那些

已经逝去、但为形

成并培育这种精

神做出重要贡献

的同仁们的亲切面

庞仍栩栩如生。其

中，我谨提及几位

上一届管理层的

负责人Chauvin、 
Meydam、Budde和
Gumbart先生。

斯人已去，风范 
长存！

先生们，让我们忠

实于我们的传统。

在第一届大会上，只

有数量有限的几个

国家接受了会议邀

请，甚至并不代表

整个欧洲；但每届

大会上，这个圈子

的范围均在扩展；

现在，到本次第六

届大会召开时，我

们的网络几乎覆盖

了整个地球。随着

我们神奇电线的延

伸，我们不再驻足

于边陲之国或深海

远洋。这是国际法

超越领海疆界的第

一个实例。

今天，在各国代表

和来自世界各地的

企业代表簇拥之

下，我谨代表他们

向阁下致意。

Carsten Tank Nielsen 
（1818-1892年），挪威电报网 
第一任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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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注

图片说明

1. 缔约国同意接受以法文、英文（尽管英

国不是成员）、德文、意大利文和西班

牙文起草的电报。其后又增加了荷兰文

和葡萄牙文版本。

2. 普鲁士代表同时代表他的国家和奥-德电

报联盟签字。

3. 作为拥有重要电报网络的唯一另一欧洲

国家的英国未受邀请，因为其电报业务

仍掌握在私企手中。

4. 奥地利、巴登、巴伐利亚、比利时、丹

麦、德国、希腊、汉堡、汉诺威、意大

利、荷兰、葡萄牙、普鲁士、俄国、萨

克森、西班牙、瑞典-挪威、瑞士、土耳

其和符腾堡。

5. 丹麦和普鲁士围绕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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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电联历史门户网站：[http://handle.i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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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巴黎奥赛码头（Quai d’Orsay），法国外

交部大楼正面。媒体照片/Agence Rol. 1912。
来源：gallica.bnf.fr/法国国家图书馆，印刷与

照片部

第4页：1850年，奥赛码头[图画]。来源：gallica.
bnf.fr/法国国家图书馆，印刷与照片部

第6-7页：莫尔斯键。1872-1873年， 
来源：维基共享资源

第8页：克劳德•沙普画像。 
来源：维基共享资源

第9页：卢浮宫内部实景，第四年[图画]/Charles 
Norry，1799年。 
来源：gallica.bnf.fr/法国国家图书馆，印刷与

照片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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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维基共享资源

第11页：保罗•朱利叶斯•路透（1816-1899年），

德国企业家、媒体先驱、路透社的创始人。 
来源：维基

第12页：1850年斯特拉斯堡边境邮局的电 
报员。 
来源：Michaelis、Anthony R., ed. 《从摇臂式

信号机到卫星》。日内瓦：国际电信联盟， 
1965年。

第13页：1865年的欧洲地图。在《Colton通用地
图集，其中包含一百八十幅钢板地图和平面图，
一百零八页皇室见闻录》中出版，绘画人为G. 
Woolworth Colton，纽约：J.H. Colton，1865年。 
来源：David Rumsey地图集，www.
davidrumsey.com

第15页：连通奥地利、巴伐利亚、汉诺威、普鲁

士和萨克森的统一电报系统地图（185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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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8年间英国电报公司的历史》。伦敦：http://
distantwriting.co.uk/，2012年

第16页：国际电报委员会首届会议记录的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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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国际电信联盟历史档案室，日内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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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维基共享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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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3-1870年）时代的巴黎市规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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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页：为纪念1865年在巴黎召开的国际电报

联盟首届大会，由巴黎造币厂在1866年筹造的

纪念章。[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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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S

1906年的国际无线 
电报大会通过了将 
“SOS”作为国际遇

险呼号，在应急通信

领域迈出了重要的

第一步。但1912年泰

坦尼克号的沉没，表

明此项业务仍有进

一步改善的必要。仅

在悲剧发生数月之

后，1912年的国际无

线电报大会便批准为

海上安全采取更多 
措施。 

互联网

1969年美国国防部分

组交换计算机网络

ARPANET的问世，

标志着互联网时代的

开始。1989年，欧洲

核研究机构（CERN）
开发出名为万维网的

一种分布式超文本系

统。互联网的国际化

很大程度上要归功

于国际电联的技术标

准。没有国际电联的

传输层和接入技术国

际标准，则几乎无法

发挥这一强大工具的

威力。

国际电联加入 
联合国系统

根据1947年与联合国

签署的协议条款，国

际电联成为联合国的

专门机构。国际电联

下设四个常设机构：

总秘书处、国际频率

登记委员会（IFRB）
和两个国际咨询会员

会，一个负责电话电

报事务，另一个处理

无线电通信问题。国

际电联总部从伯尔尼

迁往日内瓦。

国际电联 
初步成型

二十世纪早期的长足

技术进步意味着有

必要对包括从电报到

无线电在内的各种通

信，采用统一的管理

方法。自1925年以来，

为研究并实现电话电

报标准化而成立的各

国际委员会，均正式

加盟国际电联。1927
年，国际无线电咨询

委员会宣告成立。电

信各领域以及国际标

准化和无线频率划分

的技术研究自此步入

正轨。

基于三个部门
的新结构

随着国际化步伐的

加速和电信市场的

解禁，全权代表大会

（1989年，尼斯）决

定有必要重新调整国

际电联的组织结构

和工作方法。增开的

全权代表大会（1992
年，日内瓦）承担了围

绕三个部门：国际电

联电信标准化部门 
（ITU-T）、国际电

联无线电通信部门

（ITU-R）和国际

电联电信发展部门

（ITU-D），重组国际

电联的任务。

电话

继1865年国际电联问

世以来，电话于1876
年获得专利权是通信

界的取得的一项重大

进步。在1885年柏林

召开的国际电报大会

上，国际电联开始着

手为电话制定国际法

律法规。

电视

1925年首次在伦敦公

开展示了电视，而电

视广播的腾飞则出现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

后。国际电联于1949
年发布了首批电视技

术标准，随后又陆续

推出了150多条其它

标准。鉴于国际电联

在广播领域发挥的

重要作用，坐落于好

莱坞的美国电视艺术

与科学学院于1983年
和2012年两次将艾

美奖颁发给国际电

联。2008年，国际联

电还赢得了“黄金时

段艾美奖”。

移动时代 

1973年，便携蜂窝电

话呼叫进行了首秀。

随后几十年间，移动

业务不断更新换代，

但国际电联始终位

于这场波澜壮阔的

革命的中心。面对这

些系统四分五裂的

市场，国际电联帮助

建立了可全面互操

作的“IMT-2000”标

准，为具备话音、数

据和互联网功能的

高速无线设备奠定了

基础，随后又为4G
推出了所需的“IMT-
Advanced”系统，为

后代打造出确能改善

业务性能和质量的国

际移动通信平台。

新名称、 
新职责范围

1932年的马德里大会

决定为国际电联更

名，以全面体现其职

责范围，使国际电联

不仅能够涵盖电报业

务，亦可覆盖所有其

它电信领域。新名称 
– “国际电信联盟” 
–  于1934年1月1日 
生效。

卫星和轨道 

自太空时代开始和

1957年地球首颗人造

卫星斯帕特尼克1号 
（Sputnik 1）升空以

来，国际电联始终在

轨道位置使用的监管

方面发挥着重要作

用。在1963年召开的

首届空间通信非常行

政大会期间，国际电

联提出要确保以防止

干扰的方式，公平地

共用对地静止轨道。

弥合数字鸿沟 

国际电联1982年发表

的一份题为《缺失的

环节》的报告着重强

调了发达国家与发展

中国家在信息通信技

术（ICT）获取方面的

不平等。自那以后，

国际电联及其发展部

门加强了对发展中国

家的技术援助，并强

化了为帮助发展中国

家而制定的战略。弥

合数字鸿沟是2003和
2005年信息社会世界

峰会的重点内容，国

际电联在这方面发挥

着重要作用。

无线电的发明

受限于电缆的长度，

电报和电话无法到

达某些地点（例如海

洋）。因此，1880年 
“无线”或无线电报

技术的出现成为颇

受欢迎的创新。此项

发明导致业界于1906
年在柏林首次签署国

际无线电报公约，并

于1907年首次将频段

划分给不同的无线电

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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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代 
 移动平台  

国际电联无线电通信

部门通过创新和前景

广阔的互动业务，为

下一代移动业务的全

球平台（快速获取数

据、统一收发信息和

宽带多媒体业务）奠

定了基础。2012年，人

们就IMT-Advanced
标准达成了共识并为

移动业务划分了新频

率。这是一项巨大成

功，亦是行业取得成

功的根本，不仅打开

了通往4G移动网络之

路，还使移动宽带业

务的速度增长了 
十倍。 

未来属于宽带

2010年，国际电联携

手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UNESCO）创建

了数字发展宽带委员

会。该委员会认为拓

展宽带互联网接入将

促进全世界的社会和

经济进步，并与私营

部门合作定义了实现

此目标的实用手段。

全球愿景 

在当今互连互通日益

普及的世界，国际电

联是唯一能让生机勃

勃、增长迅猛的电信

行业内所有利益攸关

方齐聚一堂的国际组

织。国际电联的活动

领域涉及各个方面：

无障碍获取、宽带、气

候变化、网络安全、数

字鸿沟、应急通信、

互联网以及信息通信

与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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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S

1906年的国际无线 
电报大会通过了将 
“SOS”作为国际遇

险呼号，在应急通信

领域迈出了重要的

第一步。但1912年泰

坦尼克号的沉没，表

明此项业务仍有进

一步改善的必要。仅

在悲剧发生数月之

后，1912年的国际无

线电报大会便批准为

海上安全采取更多 
措施。 

互联网

1969年美国国防部分

组交换计算机网络

ARPANET的问世，

标志着互联网时代的

开始。1989年，欧洲

核研究机构（CERN）
开发出名为万维网的

一种分布式超文本系

统。互联网的国际化

很大程度上要归功

于国际电联的技术标

准。没有国际电联的

传输层和接入技术国

际标准，则几乎无法

发挥这一强大工具的

威力。

国际电联加入 
联合国系统

根据1947年与联合国

签署的协议条款，国

际电联成为联合国的

专门机构。国际电联

下设四个常设机构：

总秘书处、国际频率

登记委员会（IFRB）
和两个国际咨询会员

会，一个负责电话电

报事务，另一个处理

无线电通信问题。国

际电联总部从伯尔尼

迁往日内瓦。

国际电联 
初步成型

二十世纪早期的长足

技术进步意味着有

必要对包括从电报到

无线电在内的各种通

信，采用统一的管理

方法。自1925年以来，

为研究并实现电话电

报标准化而成立的各

国际委员会，均正式

加盟国际电联。1927
年，国际无线电咨询

委员会宣告成立。电

信各领域以及国际标

准化和无线频率划分

的技术研究自此步入

正轨。

基于三个部门
的新结构

随着国际化步伐的

加速和电信市场的

解禁，全权代表大会

（1989年，尼斯）决

定有必要重新调整国

际电联的组织结构

和工作方法。增开的

全权代表大会（1992
年，日内瓦）承担了围

绕三个部门：国际电

联电信标准化部门 
（ITU-T）、国际电

联无线电通信部门

（ITU-R）和国际

电联电信发展部门

（ITU-D），重组国际

电联的任务。

电话

继1865年国际电联问

世以来，电话于1876
年获得专利权是通信

界的取得的一项重大

进步。在1885年柏林

召开的国际电报大会

上，国际电联开始着

手为电话制定国际法

律法规。

电视

1925年首次在伦敦公

开展示了电视，而电

视广播的腾飞则出现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

后。国际电联于1949
年发布了首批电视技

术标准，随后又陆续

推出了150多条其它

标准。鉴于国际电联

在广播领域发挥的

重要作用，坐落于好

莱坞的美国电视艺术

与科学学院于1983年
和2012年两次将艾

美奖颁发给国际电

联。2008年，国际联

电还赢得了“黄金时

段艾美奖”。

移动时代 

1973年，便携蜂窝电

话呼叫进行了首秀。

随后几十年间，移动

业务不断更新换代，

但国际电联始终位

于这场波澜壮阔的

革命的中心。面对这

些系统四分五裂的

市场，国际电联帮助

建立了可全面互操

作的“IMT-2000”标

准，为具备话音、数

据和互联网功能的

高速无线设备奠定了

基础，随后又为4G
推出了所需的“IMT-
Advanced”系统，为

后代打造出确能改善

业务性能和质量的国

际移动通信平台。

新名称、 
新职责范围

1932年的马德里大会

决定为国际电联更

名，以全面体现其职

责范围，使国际电联

不仅能够涵盖电报业

务，亦可覆盖所有其

它电信领域。新名称 
– “国际电信联盟” 
–  于1934年1月1日 
生效。

卫星和轨道 

自太空时代开始和

1957年地球首颗人造

卫星斯帕特尼克1号 
（Sputnik 1）升空以

来，国际电联始终在

轨道位置使用的监管

方面发挥着重要作

用。在1963年召开的

首届空间通信非常行

政大会期间，国际电

联提出要确保以防止

干扰的方式，公平地

共用对地静止轨道。

弥合数字鸿沟 

国际电联1982年发表

的一份题为《缺失的

环节》的报告着重强

调了发达国家与发展

中国家在信息通信技

术（ICT）获取方面的

不平等。自那以后，

国际电联及其发展部

门加强了对发展中国

家的技术援助，并强

化了为帮助发展中国

家而制定的战略。弥

合数字鸿沟是2003和
2005年信息社会世界

峰会的重点内容，国

际电联在这方面发挥

着重要作用。

无线电的发明

受限于电缆的长度，

电报和电话无法到

达某些地点（例如海

洋）。因此，1880年 
“无线”或无线电报

技术的出现成为颇

受欢迎的创新。此项

发明导致业界于1906
年在柏林首次签署国

际无线电报公约，并

于1907年首次将频段

划分给不同的无线电

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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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代 
 移动平台  

国际电联无线电通信

部门通过创新和前景

广阔的互动业务，为

下一代移动业务的全

球平台（快速获取数

据、统一收发信息和

宽带多媒体业务）奠

定了基础。2012年，人

们就IMT-Advanced
标准达成了共识并为

移动业务划分了新频

率。这是一项巨大成

功，亦是行业取得成

功的根本，不仅打开

了通往4G移动网络之

路，还使移动宽带业

务的速度增长了 
十倍。 

未来属于宽带

2010年，国际电联携

手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UNESCO）创建

了数字发展宽带委员

会。该委员会认为拓

展宽带互联网接入将

促进全世界的社会和

经济进步，并与私营

部门合作定义了实现

此目标的实用手段。

全球愿景 

在当今互连互通日益

普及的世界，国际电

联是唯一能让生机勃

勃、增长迅猛的电信

行业内所有利益攸关

方齐聚一堂的国际组

织。国际电联的活动

领域涉及各个方面：

无障碍获取、宽带、气

候变化、网络安全、数

字鸿沟、应急通信、

互联网以及信息通信

与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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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周年 
纪念活动 
合作伙伴
金牌合作伙伴

银牌合作伙伴

铜牌合作伙伴

“国际电联在全球层面的电信发展和创建信息社

会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作用。这是为何必须把国际

电联的150周年纪念视为电信史上一个重要日期

的原因。现代技术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应用使得

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并鼓励教育和科学发展成

为可能。在当选国际电联理事国之后，我们更加

致力于与国际电联成员分享我们的成功经验。如

此，我们继续在最高层面代表阿塞拜疆，并以成

为国际电联150周年庆祝活动金牌合作伙伴 

为荣。” 

阿塞拜疆共和国通信和高技术部

“国际电联在全球ICT行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

各国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关键支柱。作为国际电联

及其理事会的一个长期成员，沙特阿拉伯继续全

力以赴地致力于国际电联的发展大业。”

 
沙特阿拉伯通信和信息技术部

“我谨荣幸地祝贺国际电联迎来了150周年华

诞。作为主导电信和ICT的联合国机构，国际电联

初创时仅有20个成员；而现在，除众多的部门成

员、部门准成员和学术成员外，它已发展为拥有

193个成员国的大家庭。这个在国际电报联盟基

础上发展起来的组织已成为联合国

系统中涉足多个领域的专门机构，在

拯救生命、协助发展中国家开展ICT项

目、制定ICT业务标准、促进有限资源

的管理等方面做出了贡献。在我们庆

祝国际电联150周年华诞时，让我们做出庄严承

诺，加倍努力，实现国际电联的愿景和使命，建

设一个人人互连互通，人人皆可享受ICT服务的

未来。”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电信管理局（TRA） 
总局长Hamad Obaid Al Mansoori先生阁下

Kingdom of Saudi Arabia

加纳
共和国

津巴布韦
共和国

科特迪瓦
共和国

阿塞拜疆共和国

沙特阿拉伯王国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中非
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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