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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

本报记者

李芃达

网络基础设施逐步完善，信息技术

加速向经济社会各领域渗透；全民共享

网络发展成果的格局逐渐形成；网络安

全保障体系和能力建设全面加强⋯⋯我

国网信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

历史性变革，迈向网络强国的步伐更加

铿锵有力。

“我国充分利用超大市场规模和互

联网红利，坚持改革开放，走出了一条符

合国情的网络强国之路，网络发展活力

持续迸发。人民群众广泛参与，汇聚成

推动网络强国建设的磅礴力量。”大连理

工大学平台治理研究院院长苏敬勤说。

创新突破抓住核心关键

建设网络强国，奠定坚实发展基座

尤为重要。“全球领先的信息通信网络已

在中国建成。”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

赵志国介绍，我国宽带网络实现了从十

兆到百兆、千兆的快速增长，所有地级市

建成光网城市，实现了“市市通千兆”，千

兆用户全球占比超过 70%；截至 2024 年

6 月底，我国 5G 基站总数达 391.7 万个，

5G 用户普及率超过 60%。

2022 年 2 月，京津冀、长三角、粤港

澳大湾区、成渝、内蒙古、贵州、甘肃、宁

夏 8 地启动建设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并

规划了 10 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东数

西算”工程正式启动。随后，《算力基础

设施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关于深入实

施“东数西算”工程 加快构建全国一体

化算力网的实施意见》相继印发，顶层部

署不断强化。

国家数据局数字科技和基础设施建

设司司长杜巍表示，一体化算力网是“东

数西算”工程的拓展和深化，推动全国算

力资源高效协同调度，为全社会生产生

活提供普惠、易用、低价、绿色、安全的公

共计算服务。

截至今年 3 月底，10 个国家数据中

心集群算力总规模超过 146 万标准机

架，整体上架率为 62.72%，较 2022 年提

升 4 个百分点；东西部枢纽节点间网络

时延已基本满足 20 毫秒要求；部分先进

数据中心绿电使用率达到 80%左右，新

建数据中心 PUE（电能利用效率）最低

降至 1.10。

鸿蒙装机超 7 亿台，量子通信、量

子计算等领域取得重要成果，首批国家

区块链创新应用试点完成终期评估，形

成一批具有地区和行业影响力的典型

应用⋯⋯建设好网络强国，关键还在于

掌握核心技术。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

室发布的《国家信息化发展报告（2023

年）》显示，2023 年，集成电路、基础软

件、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蓬勃发展。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

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大模型已经

从研发环节的“百模大战”走向应用领域

的“百花齐放”。海量数据、丰富场景和

庞大的内需市场，为大模型发展提供了

重要支撑。截至 2023 年底，我国拥有 10

亿参数规模以上大模型的厂商及高校

院所共计 254 家，发布大模型近 80

个，部分国产大模型已面向市场

投入应用。

“大模型技术已经具

备了文本、语音、视觉

的 多 模 态 能 力 ，AI

所具备的创造能

力 可 以 帮 助

人 类 解 决

复杂问题。”阿里

巴巴集团 CEO 吴泳铭观察到，汽车

行业正在发生这样的变革。采用大模型

技术训练后，AI 模型学习海量的人类驾

驶 视 觉 数 据 ，让 汽 车 具 备 自 动 驾 驶 能

力。AI 计算正在加速向汽车、生物医

药、工业仿真、气象预测、教育等行业渗

透，新的产业革命正在悄然演进。

亿万人民共享发展成果

今年是我国全功能接入国际互联网

30 周年。30 年来，互联网连接了人、信

息、商业和工厂，提升了协作效率、创造

了巨大价值，发展成果为广大人民群众

所共享。

“经过 30 年的发展，我们已经拥有

10.9 亿网民，形成全球最大的数字消费

市 场 。 2023 年 ，我 国 网 络 零 售 额 达 到

15.42 万亿元，连续 11 年居世界首位；移

动支付规模较 2012 年增长 239 倍。”赵志

国说。

第 54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

计报告》认为，今年上半年，数字消费激

发内需潜力，数字应用释放创新活力，更

多人群接入互联网，数字便民惠民利民

持续向纵深拓展。越来越多的用户通过

在线方式享受生活服务，截至 6 月，在网

上购买过外卖、到店餐饮、电影及休闲娱

乐等服务的用户，分别占网民的 50.3%、

20.7%和 17.3%。

农村地区信息化水平不断提高。截

至 2023 年底，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达

66.5%，宽带接入用户达 1.92 亿户，较上

年末净增 1557 万户。“互联网使广大农

村、边远地区与外界连接，为农产品的销

售打开了广阔市场。”苏敬勤表示，2013

年至 2023 年，我国农村网络零售额从

0.11 万亿元增至 2.49 万亿元，有效助力

农民增收致富。

在河北省张家口市沽源县，富硒燕

麦、金莲花、蕨菜等特色农产品深受消费

者喜爱。过去，因为交通不便等因素，这

些农产品仅在当地销售。为打开各地市

场，返乡创业的安艳鹏成立了沽源县伯

启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利用电商平台

让家乡的好产品走向全国。

“中国联通铺设了快速宽带网络，还

整合多方资源搭建电商平台，开设直播

培训课程，让当地群众真正享受到电商

带来的红利。”安艳鹏告诉记者，目前公

司已经在淘宝等平台上线 50 余款产品，

为当地农户带来 100 多万元收入。据

悉，中国联通自 2002 年开始定点帮扶沽

源县，投资建设电商产业园、电商物流服

务中心等，打造集电商运营、快递物流、

冷链系统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平台，进一

步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

互联网等信息技术既是人民群众美

好生活的助推器，更是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的强引擎。

智慧农业稳步推进。农业生产信息

化率超过 27.6%，物联网、智能装备、遥

感监测、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与农业加

快融合。

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全面提速。重点

工业企业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达

80.1%、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 62.9%。5G

应用已经融入 97 个国民经济大类中的

74 个，在工业、电力、矿山等领域实现规

模化推广。

走进首钢京唐钢铁联合有限责任公

司仓储作业车间，一架架无人天车在工

厂上方的轨道上有序运行，

得益于 5G

专 网 ，工 人

们在地面操作室就能实现对天车

的 自 动 化 高 效 作 业 ，大 大 改 善 了 工 作

环境。

此外，在其他环境恶劣的工作场所，

5G 专网也发挥着重要作用。“炼钢部车

间具有高温、高粉尘特点，车间钢结构复

杂，信号阻隔严重。为此，我们与中国移

动河北公司、中兴通讯合作，进行轻量化

独立核心网 5G 专网改造，引入中兴通讯

自研的算力基站，提升自主运营的可操

作性。”首钢京唐信息化室副主任陈超

说，5G、云数据平台等技术的融合应用，

让生产环节实现少人化、无人化，大幅提

升 钢 铁 生 产 效 率 ，有 效 降 低 企 业 用 工

成本。

安全保障体系全面加强

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是事关国家安全

和国家发展、事关广大人民群众工作生

活的重大战略问题。近年来，在党中央

坚强领导下，我国网络安全工作取得积

极进展。

网络安全政策法规体系基本形成。

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

法等法律法规相继颁布，《网络安全审查

办法》《云计算服务安全评估办法》《汽车

数据安全管理若干规定（试行）》《生成式

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等政策文

件陆续出台，380 多项网络安全领域国

家标准制定发布，基本构建起网络安全

政策法规体系的“四梁八柱”。

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能力显著增

强。《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条例》

于 2021 年 9 月正式实施，国家建立关键

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制度有了法治基

础。“在中央网信办统筹协调下，国家相

关职能部门按职责扎实做好安全保护和

监督管理工作，保护工作部门切实履行

本行业、本领域安全保护和监督管理责

任，运营者严格落实主体责任，网络安全

管理水平不断提升，技术防护能力持续

强化。”中央网信办网络安全协调局局长

高林说。

“我国通过严格执行安全管理制度

与防护措施，有效增强网络安全防护能

力。同时，不断驱动网络安全技术的研

发与创新，提升了针对网络攻击、病毒入

侵等安全威胁的预防与应对水平，加强

网络安全应急响应机制的构建与演练，

确保在面对网络安全事件时能够迅速高

效作出反应。”苏敬勤说。

数据安全保护能力水平不断提升。

实施《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个人信

息出境标准合同办法》《促进和规范数据

跨境流动规定》，建立数据安全管理认

证、个人信息保护认证、数据分类分级保

护等制度；强化重点行业领域数据安全

保障，开展汽车数据安全合规工作，开展

APP 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专项治

理，有序实施数据出境安全评估、个人信

息出境标准合同备案。

网络安全教育、技术、产业融合发

展。国家设立网络空间安全一级学科，

实 施 一 流 网 络 安 全 学 院 建 设 示 范 项

目。目前，国内有 90 余所高校设立网

络安全学院，200 余所高校设立网络安

全本科专业，每年网络安全毕业生超过

2 万人。建设国家网络安全人才与创新

基地，开展国家网络安全教育技术产业

融合发展试验区建设，指导实施网络安

全 学 院 学 生 创 新 资 助 计 划 ，鼓 励 和 支

持高校学生围绕企业实际需求开展

创新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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