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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国理政新思想新实践

向着网络强国进军
———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网信事业发展纪实

这是一股无法阻挡的潮流，已经改变并将
继续深刻改变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

这是一项充满活力的事业，已经形成并将
持续形成推动中国前进的巨大力量。

22年来，中国网络信息化事业从无到有、
从弱到强，创造了令世界惊叹的奇迹。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审时度势、高瞻远瞩，擘画网络强国的
宏伟蓝图。中国网信事业迎来了大发展的时
代！

高瞻远瞩、顺势应时，

吹响向网络强国进军的号角

“现在人类已经进入互联网时代这样一个
历史阶段，这是一个世界潮流，而且这个互联
网时代对人类的生活、生产、生产力的发展都
具有很大的进步推动作用。”

2012年12月7日，党的十八大闭幕不到一个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考察时作出了这样的
论断。

2015年12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
世界互联网大会上发表演讲，提出全球互联网
发展治理的“四项原则”“五点主张”，倡导
尊重网络主权、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以人类共同发展进步为依归的理念、情怀
与智慧，彰显出中国在互联网全球治理体系变
革中的自信、格局与担当。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互联网建设、发展、
治理中的“中国主张”“中国方案”越来越受
到全世界范围内的高度评价和广泛赞誉。

回首过往，从1994年中国第一次全功能接
入国际互联网，到2008年我国创造了互联网发
展的“三项世界第一”：网民总人数首次跃居
世界第一；宽带网民数量居世界之首；CN域名
注册量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国家顶级域名……
以互联网发展为代表的信息革命深刻重塑了经
济社会和生产生活的形态，为中国注入了难以
估量的发展之力。

面对现实，在中国网信事业蓬勃发展的同
时，国际上信息鸿沟不断扩大，国内网络安全形
势日趋严峻、核心技术缺乏优势、网络治理面对
更加复杂的局面……发展中层出不穷的矛盾和
挑战也为中国网信事业提出了全新的命题。

这是一次必须抓住的历史机遇，更是一场
必须面对的变革挑战。

2014年，中国网信事业发展进入第20个年
头。当年2月，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
成立，习近平总书记担任组长。

“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信
息化就没有现代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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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从国际国内大势

出发，总体布局，统筹各方，创新发展，努力
把我国建设成为网络强国。”习近平总书记坚定
的话语拉开了我国网信事业深化改革的大幕。

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
从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第一次

会议开始，到2014年7月在巴西国会发表演讲；
从2014年11月给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致贺词，
到2015年9月出席中美互联网论坛……不管是国
内考察还是国际出访，不管是召开重大会议还
是参加重要活动，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我国网
信事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提出明确主张。

2016年4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网
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一系列深刻精辟
的论断，一整套着眼长远的布局，成为建设网
络强国的行动指南：

——— 建设网络强国，必须以人民为中心。
“网信事业要发展，必须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要适应人民期待和需求，加快信息
化服务普及，降低应用成本，为老百姓提供用
得上、用得起、用得好的信息服务，让亿万人
民在共享互联网发展成果上有更多获得感。”

——— 建设网络强国，要培育风清气正的网
络生态。“建设网络良好生态，发挥网络引导
舆论、反映民意的作用。”“我们要本着对社
会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依法加强网络空
间治理，加强网络内容建设……”

——— 建设网络强国，核心技术是关键。
“我们要掌握我国互联网发展主动权，保障互
联网安全、国家安全，就必须突破核心技术这
个难题，争取在某些领域、某些方面实现‘弯
道超车’。”

——— 建设网络强国，网络安全是前提。
“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是相辅相成的。安全是发
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安全和发展要
同步推进。”“面对复杂严峻的网络安全形
势，我们要保持清醒头脑，各方面齐抓共管，
切实维护网络安全。”

——— 建设网络强国，互联网企业要增强使
命感、责任感。“办网站的不能一味追求点击
率，开网店的要防范假冒伪劣，做社交平台的
不能成为谣言扩散器，做搜索的不能仅以给钱
的多少作为排位的标准。”

——— 建设网络强国，要聚天下英才而用之。
“网络空间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竞争。建设
网络强国，没有一支优秀的人才队伍，没有人
才创造力迸发、活力涌流，是难以成功的。”“互
联网主要是年轻人的事业，要不拘一格降人才。
要解放思想，慧眼识才，爱才惜才。”

2016年10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
政治局第三十六次集体学习时再次强调，加快
推进网络信息技术自主创新，加快数字经济对
经济发展的推动，加快提高网络管理水平，加
快增强网络空间安全防御能力，加快用网络信

息技术推进社会治理，加快提升我国对网络空
间的国际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朝着建设网络
强国目标不懈努力。

多措并举、多方参与，

开创互联网治理新局面

2016年11月7日，先后经过三次审议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在十二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获高票通过。

网络安全法的制定颁布，是党的十八大以
来我国互联网治理模式转变和治理能力提升的
一个缩影。

治网之道，法治为本。
党的十八大以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贯

穿于网信事业发展的始终。依法治网、依法办
网、依法上网越来越成为政府、企业和社会各
界的共识。

党中央一系列决策部署，推动我国互联网
法治体系构建不断加速，网络空间治理法治化
进程阔步前进：

一方面，全局性、根本性的立法开始启
动。中央网信办牵头编制“互联网立法规
划”，统筹协调并积极推进网络安全法、电信
法、电子商务法、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等重
要法律法规立法进程；另一方面，包括刑法修
正案(九)、《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计
算机软件保护条例》、《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
例》等在内的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司法解
释加快出台，互联网法治体系更加完善。

在充分发挥立法引领和保障作用的同时，
面对互联网新技术新产品新应用瞬息万变的发
展变化，一系列有针对性的规范管理文件及时
出台。涉及即时通信工具公众信息服务发展管
理、互联网用户账号名称管理、互联网信息搜
索服务管理、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信息服务管
理、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等方面。这些规章制
度，充分体现了引导和规范相结合、鼓励和监
督相统一的原则。

在着力构建互联网管理法治体系的同时，
推动网络安全标准与国家相关法律法规配套衔
接的工作也在加快推进，为保护信息安全、促
进产业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2016年8月，中央
网信办、国家质检总局、国家标准委联合印发
《关于加强国家网络安全标准化工作的若干意
见》，开展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网络安全
审查、大数据安全、个人信息保护、新一代通
信网络安全等领域的标准研究和制定工作，建
立了统一权威的国家信息标准工作机制。

依法治理，依规治理，依标治理；多措并
举，多管齐下，多方参与。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国互联网治理模式和治理能力的法治化、科
学化、现代化水平不断提升。

共享共治、全面繁荣，

实现网信事业发展新跨越

2016年11月16日，世界的目光将再次聚焦
江南水乡乌镇。

第三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在即。习近平
总书记届时将以视频方式发表重要讲话。云集
全球智慧的互联网盛宴将让这个千年古镇再次
散发出夺目的光彩。

截至2016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7 . 1亿，其
中手机网民规模6 . 56亿，我国互联网普及率达
到51 . 7%，超过全球平均水平3 . 1个百分点，网
民规模连续9年居全球首位；固定宽带接入数量
达4 . 7亿，覆盖全国所有城市、乡镇以及95%的
行政村；中国多家互联网企业进入全球10强。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描绘出互联网发展
的未来构想：实施网络强国战略，实施“互联
网+”行动计划，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

跨境电商、农村电商、物联网、分享经
济、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金融、智能设
备……一系列基于互联网的各类创新方兴未
艾，大量互联网催生的新产品新业态竞相涌
现，带动全社会兴起了创新创业热潮，信息经
济在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不断攀升。

——— 核心技术取得突破，信息基础设施水
平不断提升。

超级计算机进入全球500强的数量首次名列
全球第一，发射世界首颗量子通信科学试验卫
星，我国推动的窄带物联标准成为全球统一标
准……一大批先进技术引领世界潮流，不少互
联网企业创新能力进入全球前列。

——— 网络空间风清气正，安全深入人心。
“净网2014”“剑网2014”“清源2015”

“护苗2015”，专项整治婚恋网站、招聘网
站、旅游网站等违规失信行为，推进网络诚信
制度建设，推动建立网站管理人员失信黑名单
制度……网络生态进一步好转，主旋律更加响
亮，正能量更加充沛，网络空间日渐清朗。

——— 网信事业全面繁荣，人才培养提速。
中国互联网发展基金会、中国网络空间安

全协会等各类新型网络社会组织纷纷成立；网
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培养取得实质性进展，
“网络空间安全”成为一级学科，“网络空间
安全学院”在多所大学落地；电子政务快速发
展，智慧城市建设如火如荼……网信事业在我
国各个方面开花结果。

伟大的时代成就光辉的事业。
在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引领下，中国网

信事业正高扬起远航的风帆；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正向着网络
强国的目标奋勇前进！

(据新华社北京11月10日电)

据新华社北京１１月１０日电 截至１０日，十
八届中央第十一轮巡视已进驻中央文献研究
室、中国外文局等１９个地区和单位，包括进行
巡视“回头看”的北京、重庆、广西、甘肃４
省区市。

中央巡视组已进驻的１９个地区和单位分别
是：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外文局、光明日报
社、中国日报社、经济日报社、中国延安干部
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行政学院、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中国作家协会、中
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
协会、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中国残疾人
联合会、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等１５家单位，和北
京、重庆、广西、甘肃４省区市。

经中央批准，十八届中央第十一轮巡视将
对包括上述１５个单位在内的２７个单位党组织开
展专项巡视，同时对４个省区市进行“回头
看”。根据安排，１５个中央巡视组将于１１月６
日至１５日完成进驻工作。

据了解，十八届中央第十一轮巡视是２０１６
年以来中央开展的第三轮巡视，也是中央巡视
第三次进行“回头看”。十八届中央第九轮巡
视对辽宁、安徽、山东、湖南４个省进行“回
头看”，十八届中央第十轮巡视对天津、江
西、河南、湖北４个省市进行“回头看”。

十八届中央第十一轮巡视

已进驻１９个地区和单位

据新华社堪培拉１１月１０日电 澳大利亚贸
易、旅游和投资部长斯蒂文·乔博１０日表示，
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令跨太平洋伙伴
关系协定（ＴＰＰ）在美国国会获得批准变得更
加不可能。

乔博说，对于贸易问题，特朗普已经表明
立场，他只相信对美国有利、对美国就业和经
济增长有利、对美国修补财政赤字有利的贸
易。“这些目标显然与澳大利亚的贸易期待没
什么不同。我们希望贸易协定对澳大利亚有
利、对澳大利亚就业有利、对修补澳大利亚赤
字有帮助。”

在１０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澳大利亚总
理马尔科姆·特恩布尔透露，他已与特朗普通
了电话，两人简短讨论了ＴＰＰ议题，特恩布尔
向特朗普解释了澳大利亚支持ＴＰＰ的立场。

当记者追问特朗普对澳方立场的反应时，
特恩布尔回答说，特朗普在ＴＰＰ问题上的立场
已经“人尽皆知”。特朗普在竞选期间明确反
对美国加入ＴＰＰ。

同日，澳大利亚外交部长毕晓普表示，希
望在奥巴马任期内美国国会能通过ＴＰＰ。如果
ＴＰＰ搁浅，澳大利亚将把重点放在区域全面经
济伙伴关系协定上。

特朗普竞选期间

明确反对美国加入ＴＰＰ

澳方对ＴＰＰ前景表示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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