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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第 14 期 

党委宣传部  

信息网络中心 编                     2018 年 6 月 7 日 

本期要目 

 【权威发布】全国网络安全信息与动态（2018年 5 月 21 日—5月 27日） 

 【城院 IT】综合业务管理平台统计信息(2018 年 5 月 28日—6 月 3日) 

 【城院安全】网站群管理平台统计信息（2018 年 5 月 28日—6 月 3日） 

 【安全教育】人民日报整版讨论：奋力推进网络强国建设 
 

全国网络安全信息与动态 

（2018 年 5 月 21 日—5 月 27 日） 

根据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最新公告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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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院 IT 综合业务管理平台统计信息 

(2018 年 5 月 28 日—6 月 3 日) 

主要业务服务繁忙度 

 
网络出口带宽情况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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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院安全】网站群管理平台统计信息（2018 年 5 月 28 日—6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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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群管理平台网页更新情况统计 

 

网站群管理平台应用防火墙入侵防护记录 

 

网站群管理平台应用防火墙网站访问 IP 封禁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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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群管理平台 6 月份网站累计访问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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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安全检测一（360 网站安全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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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安全检测二（百度云观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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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教育】人民日报整版讨论：奋力推进网络强国建设 

     甘州在线 2018-06-04 08:31:59 

 

信息化为中华民族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遇，决不能同这样的历史机遇失之交

臂。在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同志发表重要讲话，站在人类

历史发展与党和国家全局高度，科学分析了信息化变革给我们带来的机遇和挑

战，深入阐述了网络强国战略思想，明确了网络强国建设的战略目标、原则要求

以及互联网发展治理的中国主张。如何深入贯彻习近平网络强国战略思想，推动

信息领域核心技术突破？如何发挥数字经济的引领作用？如何主动参与网络空

间国际治理进程？本期观察版围绕这些问题展开讨论。 

——编 者 

 

在核心技术领域实现突破（人民观察） 

田 丽 

建设网络强国，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信息时代特征提出

的战略目标。近年来，我国网信事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但信息领域所掌握的核

心技术同世界先进水平相比仍有不小差距，这成为我国网信事业发展的重要制

约。突破并掌握核心技术既是建设网络强国的重要内容，也是建成网络强国的必

由之路。习近平同志指出，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要下定决心、保持恒心、找准

重心，加速推动信息领域核心技术突破。我们必须下大力气把核心技术的命门掌

握在自己手里，努力实现核心技术突破，并打造出可持续发展和良性循环的产业

链、生态链、价值链，为网络强国建设打下扎实根基。 

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 

信息革命给人类社会带来了生产力质的飞跃和生产关系的深刻调整，与农业

革命、工业革命相比较，其覆盖范围更广泛、影响更深远。如今，互联网广泛渗

透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军事等各领域。一个国家在网络空间的掌

控力、竞争力如何，已成为判断其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标准。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信息化作为我国抢占新一

轮发展制高点、构筑国际竞争新优势的契机，对信息化相关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

题作出科学回答，形成了网络强国战略思想，指引我国网信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

但应清醒看到，我国虽已是网络大国，但同网络强国相比还有一定差距。近年来，

我国高度重视核心技术发展，在高性能计算、量子通信、5G等一些领域取得了

突破，但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状况尚未得到根本改变。 

信息化为中华民族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遇。抓住这一历史机遇，必须掌握信

息领域核心技术这一国之重器，实现核心技术突破。这不仅是提升国家竞争力的

需要，更是维护国家战略安全的根基。对核心技术的掌握能力，决定着一个国家

的网络安全能力、建设水平和综合治理能力。有效运用互联网促进社会治理，让

人民群众共享网信事业发展成果，必须紧紧抓住核心技术自主创新这个“牛鼻

子”，构建高水平的、安全可控的信息技术体系。 

认识和把握技术发展规律 

技术创新和发展有其自身规律，认识和把握这些规律是实现信息领域核心技

术突破的首要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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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安全和追求效益是信息技术发展的驱动力。维护安全是技术变革的一大

动力。人类历史上很多颠覆性技术都是在维护国家安全、军事安全的需要下产生

的。互联网的前身——阿帕网就是为解决通信安全问题而设计出来的。而推动互

联网真正普及的，则是大量商业网站的接入和网络服务商的出现。维护安全和追

求效益两种力量交互作用、交替推进，持续刺激信息技术推陈出新。 

信息技术发展以系统生态更新迭代为特征。以往，技术发展呈现线性连锁特

征。某一方面的技术突破会依次传导创新动力，引起其他相关领域的技术发展。

信息领域核心技术发展则是以系统生态更新迭代为特征。生态更新的技术创新模

式，意味着信息领域核心技术突破未必需要沿袭传统的追赶超越战略，有可能通

过系统生态的迭代实现弯道超车。 

公共政策对信息技术创新具有明显的催化作用。政府的政策引导、资源投入

以及服务监管对技术创新具有深远影响。纵观发达国家的科技创新实践，政府通

常都起到了强大的行政推动和政策引导作用。比如，在不同时期制定不同的科技

发展规划，确定不同的创新重点，为创新提供税收政策、金融政策等支持。 

领军企业是信息技术发展的主力军。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最新的核心技

术通常诞生在领军企业中。企业追求经济效益，由企业作为技术引进和转化开发

的主体，可以保证技术创新的主动性和高效性，并在成功提升经济效益的基础上，

形成增加技术创新投入的良性循环。领军企业将知识发现进行技术化开发、市场

化扩散、资本化运作，成为推动信息技术突破的重要力量。 

立足国情实现技术突破 

改革开放 40 年来，我国科学技术水平显著提升。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实现

多点突破、群体跃升，在众多领域取得一批具有世界影响的重大成果，科技支撑

引领能力显著增强。同时也应看到，我们在信息领域还有一些核心技术尚未掌握。

在遵循技术创新发展规律的基础上，要立足我国国情，下大力气突破信息领域核

心技术，建设数字中国，让信息化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引擎。 

以习近平网络强国战略思想为引领。习近平网络强国战略思想是我们党不断

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科学成果，科学回答了事关网信事业长远发展的一系

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把握信息革命历史机遇、加强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

加快推进网络强国建设明确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核心技术上要取得更

大进步，实践中就要贯彻落实习近平网络强国战略思想，抢抓信息化发展的历史

机遇，正确处理开放与自主、安全与发展的关系，坚定不移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网

络发展之道。 

加大基础科学研究投入。信息技术在我国的发展，最初源于强大的市场驱动

力。因此，基础性、关键性信息技术研发不够充分。随着网络应用普及和影响力

提升，信息技术领域基础科学研究薄弱会对我国网信事业发展产生制约。今后，

要在基础科学研究领域加大人力和物力投入，强化基础科学研究的支撑作用，打

通基础研究和技术创新衔接的绿色通道，力争以基础研究带动应用技术群体突

破。 

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如今，一大批颇具竞争力的中国网信企业异军突起，

取得了骄人成绩。中国庞大的网民基数所产生的技术人口红利以及比较优越的政

策环境在其中起到主要作用。应当看到，我国网信企业的原始技术创新能力还不

强，缺乏技术创新规划。一些网信企业过分关注市场布局，而不是核心技术积累。

如果仅仅依靠庞大市场而不是靠掌握核心技术来赚钱，形成这种发展惯性就可能

导致技术创新动力不足，不利于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增强。因此，要继续完善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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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税、国际贸易、人才、知识产权保护等制度，优化市场环境，更好释放各类创

新主体的活力。 

营造激发技术创新的政策环境。实现核心技术突破，政府可以发挥更为积极

的政策引导作用，实现管理方式由粗放型向精准型、节约型转变。推动建立和完

善适应企业技术创新和协同发展的治理方式，形成有利于技术交流和深化研发的

产业平台与市场机制，引导企业通过资本、人才、项目合作的方式加入全球创新

体系。同时，继续改革高校及科研单位技术创新管理方式，激活技术思维，营造

创新文化，对基础性、颠覆性技术突破给予更多宽容和支持，让不同创新主体的

能量最大程度地发挥出来。 

立足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谋划核心技术的突破口与着力点。信息技术产业内

部是一套完整的、紧密关联的生态系统。例如，集成电路产业链包括原材料、设

备、设计、制造和封测等许多部分。每一部分又包括诸多细分领域。通过加强对

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分析，寻找其中的关键环节，重点研究未来技术和未来产

业，汇聚战略资源集中攻关，我们就有可能实现后来居上，以基础技术突破占领

下一代技术生态系统的起点和基线，从根本上提升对产业链的控制力和对价值链

的作用力，推进技术系统生态的更新迭代，完成核心技术的跨越式发展。 

实现核心技术突破不会在历史等待中自动完成，不会在市场交易中自发实

现，需要我们增强紧迫感和使命感，马不停蹄继续追赶下去。在党中央坚强领导

下，坚持以习近平网络强国战略思想为指导，奋力推进网络强国建设，我们就一

定能够把握信息时代主动权，赢得中华民族的光辉未来。 

（作者为北京大学互联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 人民日报 》（ 2018年 06月 04日 16 版） 

 

 

 

 

 

 

 

 

 

 

 

 

 

 

 

 

抄送：校领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