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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

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必须继续做好创新这篇大文章，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

概括地说，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

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

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

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

习近平强调，要按照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

完善人才培养、引进、使用、合理流动的工作机制。根据科技发展新趋势，优化高等

学校学科设置、人才培养模式，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培养急需人才。

来源：新华网【全文】

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里的教育信号

党的十八大以来第12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有力有效推进乡

村全面振兴“路线图”。文件题为《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学习运用“千村示范、

万村整治”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全文共六个部分，包括：

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提升乡村建

设水平、提升乡村治理水平、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

教育要点如下：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向脱贫地区倾斜；优化公共教育

服务供给，加强寄宿制学校建设，办好必要的乡村小规模学校；实施县域普通高中

发展提升行动计划；实施乡村振兴人才支持计划，加大乡村本土人才培养，有序引

导城市各类专业技术人才下乡服务，全面提高农民综合素质；强化农业科技人才和

农村高技能人才培养使用，完善评价激励机制和保障措施；加强高等教育新农科建

设，加快培养农林水利类紧缺专业人才；发挥普通高校、职业院校、农业广播电视

学校等作用，提高农民教育培训实效；推广医疗卫生人员“县管乡用、乡聘村用”，

实施教师“县管校聘”改革；推广科技小院模式，鼓励科研院所、高校专家服务农

业农村。

来源：中国教育在线【全文】、中国政府网【政策全文】

http://www.news.cn/20240201/05d8b78dd69347ff8d0dafcb3372be88/c.html
https://news.eol.cn/yaowen/202402/t20240204_2557949.shtml
https://www.gov.cn/zhengce/202402/content_692993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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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信部发布《2023年通信业统计公报》

2023年全年电信业务收入同比增长6.2％，电子信息制造业筑底企稳，软件业

量效齐升，互联网行业稳步恢复。网络基础设施不断夯实，服务能力持续升级，算

力总规模位居全球第二。数实融合全面深化，5G应用融入97个国民经济大类中的

71个，工业互联网覆盖全部41个工业大类。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不断提升。

2023年，完成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业务收入2626亿元，比上年增长7.7%，在

电信业务收入中占比由上年的15.2%提升至15.6%，拉动电信业务收入增长1.2个

百分点。数据中心、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新兴业务快速发展，2023年共完

成业务收入3564亿元，比上年增长19.1%，在电信业务收入中占比由上年的

19.4%提升至21.2%，拉动电信业务收入增长3.6个百分点。其中，云计算、大数

据业务收入比上年均增长37.5%，物联网业务收入比上年增长20.3%。

值得注意的是，2023年，运营商加强算力、能力、运力等协同提升，打造算

力网络一体化与云网融合的全光底座；协同部署通用算力与智算算力，启动超大规

模智算中心建设。AI大模型的构建在2023年“井喷”：中国电信和中国移动分别

发布了星辰、九天通用大模型，并面向12个领域推出了行业大模型；中国联通亦

发布了鸿湖图文大模型。中国基础电信运营商集体迈入AI智能时代。

来源：工信部【全文】、通信产业网【解读】

科学技术与信息化司：一年来教育数字化工作进展总体情况

一年来，教育部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关于数字中国的重要指示精神，把教育数字化作为教育现代化

的重要内容，坚持“联结为先、内容为本、合作为要”的核心理念，遵循“应用为

王、服务至上、简洁高效、安全运行”的基本原则，纵深推进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

行动。成果如下：第一，教育数字化统筹部署取得突破进展。第二，国家智慧教育

平台建设水平持续提升。第三，国家智慧教育平台应用范围显著扩大。第四，国家

教育数字化大数据中心起步建设。第五，教育数字化保障能力不断提升。第六，中

国数字教育国际影响力充分彰显。

来源：教育部【全文】

https://www.miit.gov.cn/jgsj/yxj/xxfb/art/2024/art_7f101ab7d4b54297b4a18710ae16ff83.html
https://www.ccidcom.com/yaowen/20240126/K6FNKjby9BoTa4jgQ1ao258omo69k.html
http://www.moe.gov.cn/fbh/live/2024/55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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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十三部门关于加快“宽带边疆”建设的通知

《通知》提出实施范围包括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广西、云南、西藏、

甘肃、新疆等9个沿边省（区）的陆地边境县（市、区、旗）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的边境团场；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山东、福建、广东、广西、

海南等11个沿海省（区、市）拥有海岸线的县（市、区）。到2025年底，边疆地

区县城、乡镇驻地实现5G和千兆光网通达；行政村、20户以上农村人口聚居区、

边境管理及贸易机构、有人居住海岛通宽带（含通光纤、通4G或通5G）比例达到

100%；沿边国道和省道沿线基本实现移动网络覆盖；内海海域按需实现网络覆盖。

到2027年底，边疆地区行政村、边境管理及贸易机构通5G网络比例达到95%以上；

20户以上农村人口聚居区、沿边国道和省道沿线基本实现5G网络覆盖；有人居住

海岛通5G网络比例达到100%；内海、领海等海域基本实现5G网络覆盖。

教育领域提到“推进边疆地区中小学5G和千兆光网建设，打造一批中小学

‘双千兆’网络建设标杆案例”。

来源：中国政府网【全文】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关于推动未来产业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

未来产业由前沿技术驱动，当前处于孕育萌发阶段或产业化初期，是具有显著

战略性、引领性、颠覆性和不确定性的前瞻性新兴产业。

重点任务包含：全面布局未来产业、加快技术创新和产业化、打造标志性产品、

壮大产业主体、丰富应用场景、优化产业支撑体系。创新标志性产品包含：人形机

器人、量子计算机、新型显示、脑机接口、6G网络设备、超大规模新型智算中心、

第三代互联网、高端文旅装备、先进高效航空装备和深部资源勘探开发装备。其中

第三代互联网指：“推动第三代互联网在数据交易所应用试点，探索利用区块链技

术打通重点行业及领域各主体平台数据，研究第三代互联网数字身份认证体系，建

立数据治理和交易流通机制，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典型案例”。并在“12.建设标

志性场景”中提出：“鼓励企业面向应用场景开展创新研发，支持高校和科研院所

针对原创性、颠覆性技术，建设早期试验场景，引领未来技术迭代突破”。

来源：工信部【全文】、【图解】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401/content_6925221.htm
https://www.miit.gov.cn/zwgk/zcwj/wjfb/yj/art/2024/art_ad15b0f08a714fd8888c0e31468b8c54.html
https://www.miit.gov.cn/zwgk/zcjd/art/2024/art_b3df3d611eac470b9d005962ed9de62f.html


网信行业动态

6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2023年千兆城市建设情况的通报

2023年度，全国新增97个城市达到千兆城市建设标准，从区域分布看，东部

地区新增27个千兆城市，中部地区新增38个千兆城市，西部地区新增32个千兆城

市。

在关键指标方面，截至2023年10月底，千兆城市平均城市家庭千兆光纤网络

覆盖率超过100%，千兆光网具备覆盖所有千兆城市家庭的能力。千兆城市平均每

万人拥有5G基站数达到21.2个/万人，平均10G-PON端口占比达到53.7%，平均

500Mbps及以上用户占比达到33.2%，平均5G用户占比达到49.2%。同时，千兆

城市市属公办医院（三级以上）、重点高校等重点场所5G网络通达率均超过

99.5%，5G网络信号电平等指标满足相关建设标准，其中91个城市重点场所5G通

达率达到100%。

来源：工信部【全文】

公开征求对《国家人工智能产业综合标准化体系建设指南》

（征求意见稿）的意见

1月17日，工信部发布《国家人工智能产业综合标准化体系建设指南》，公开

征求社会各界意见。该指南旨在进一步加强人工智能标准化工作系统谋划，加快构

建满足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需求的标准体系，更好发挥标准对推动技术进步、

促进企业发展、引领产业升级、保障产业安全的支撑作用。

意见稿提出，到2026年，共性关键技术和应用开发类计划项目形成标准成果

的比例达到60%以上，标准与产业科技创新的联动水平持续提升。新制定国家标准

和行业标准50项以上，推动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标准体系加快形成。开展

标准宣贯和实施推广的企业超过1000家，标准服务企业创新发展的成效更加凸显。

参与制定国际标准20项以上，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全球化发展。

征求意见稿要求，坚持创新驱动、应用牵引、产业协同、开放合作的工作原则，

重点方向围绕基础共性、基础支撑、关键技术、智能产品与服务、行业应用、安全

／治理等人工智能标准体系结构的6个部分。

来源：工信部【全文】

https://www.miit.gov.cn/jgsj/txs/wjfb/art/2024/art_bd8e009c44af411d898194052ea09322.html
https://www.miit.gov.cn/gzcy/yjzj/art/2024/art_983199be076649d494690135c0b4d16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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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移动科学技术委员会成立

中国移动科学技术委员会成立大会召开。杨杰指出，科技委要全面推进科教兴

国、人才强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紧扣目标定位和职责使命，推动公司科技创新

工作迈上新台阶，支撑世界一流信息服务科技创新公司建设，为高水平建设科技强

国作出更大贡献。一是心系“国之大者”，切实推动党中央科技创新重大战略部署

在公司落地落实。建设国家科技创新平台，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提供高水平智库

支撑。二是坚持科技兴企，大力牵引实现创新驱动和转型发展。强化一流科创布局，

打造一流科创体系，锻造一流科创能力。三是繁荣产业生态，有效汇聚产学研用协

同创新合力。推进创新协同，建优创新平台，培育创新人才，深化国际合作。

来源：中国移动官网【全文】

中国电信中部智算中心在武汉投运

中国电信中部智算中心在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光谷）举行正式投入运营。

中国电信专家介绍，该智算中心的算力、安全、环保及扩展性均达到一流水平，目

前在中部地区属于最高等级，可支持部署万亿参数大模型。

中国电信在全国构建了多点智算中心，提供 5000PFLOPS 的智算算力，中部

智算中心依托天翼云骁一体化算力平台，提供高性能、高显存、高兼容性的主流大

模型训练、训推一体算力和国产自研架构的液冷高性能算力。

来源：C114【全文】

中国联通成立人工智能创新中心

中国联通人工智能创新中心成立仪式在京举行。近年，中国联通将人工智能作

为重要战略方向，加快布局人工智能新兴产业，实现“以智助网、以智强算、以智

融数、以智赋用、以智固安”，形成具有中国联通特色的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之路。

中国联通已自主研发了超百亿参数的联通语言大模型和多模态大模型，以及8

个面向内外部业务场景的行业大模型。到2025年，将构建1套以千亿级语言模型和

万亿级多模态模型为核心的基础大模型、1个具备全流程打造能力的大模型原生平

台，和20类以上行业场景大模型，人工智能技术和应用水平迈入业界先进行列。

来源：通信产业网【全文】

https://www.10086.cn/aboutus/news/groupnews/index_detail_48777.html
https://www.c114.com.cn/news/117/a1253910.html
https://www.ccidcom.com/jisuan/20240202/c5A3pqZr2p2f6A2m61aon0j1jlpg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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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加强高校学生宿舍建设的指导意见

《意见》提出，引导高校通过新建、改扩建、修缮、装配化改造提升等多种方

式，补齐高校学生宿舍短板。探索灵活多样的高校学生宿舍运营管理体制机制，提

高建设效率和运营活力。发挥中央预算内投资引导和撬动作用，统筹运用多种资金

渠道。中央部属高校学生宿舍建设以中央投入为主，加大对地方高校学生宿舍建设

政府投入。健全成本补偿机制，严格控制债务风险。在加强宿舍管理和服务方面提

到，布局多元服务场景，优化学生宿舍功能设置，加强空间共享和复合利用，将党

建、学习、休闲、娱乐、健身、社团活动等空间与学生宿舍同步规划、同步建设，

科学配置消防设施设备。推广“一站式”学生社区综合服务模式。依托学生宿舍开

展丰富多彩文化活动，提高学生宿舍品位，满足居住和育人多种需求。

来源：国家发改委【全文】

六部门联合印发《建立财政资助科研项目形成专利的声明制度实施方案》

建立财政资助科研项目形成专利的声明制度，组织有关项目承担单位在财政科

研项目专利申请环节规范声明受资助的项目信息，打通声明填写、信息采集、跟踪

监测等全链条，持续跟踪分析财政科研项目专利的数量、质量、运用等情况，有效

发挥专利审查对财政科研项目专利的评价和引导作用，提高项目承担单位知识产权

保护意识和运用能力，不断提升财政资助科研项目的知识产权产出质量和管理水平。

需要进行声明的科研项目：一是中央财政资助科研项目。率先在中央财政投入

的部分科研项目中实施，范围包括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含科技创新2030—重大项

目、重大专项接续项目、面向2035的重大项目等）、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等国家科研项目，以及国防和军队建设科研项目。后续视制

度运行情况，研究逐步将项目范围扩大至其他中央部门科研项目及地方财政资助科

研项目。需要声明的财政资助科研项目范围发生调整的，国家知识产权局会同相关

部门及时向社会公布。二是地方财政资助科研项目。地方知识产权、科技、财政部

门可参照试行建立地方财政资助科技项目形成专利的声明制度，确定声明项目清单

并报国家知识产权局备案。国家知识产权局将与完成备案的有关地方建立清单内项

目专利声明信息的反馈机制，支持地方做好财政科研项目专利的管理和运用。

来源：中国政府网【全文】、知乎【解读】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tz/202401/t20240118_1363446.html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402/content_6929656.htm
https://zhuanlan.zhihu.com/p/679488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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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2019—2023
年）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

教育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开展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

专业建设计划（2019—2023年）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对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

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绩效评价工作进行总体部署。评价对象为高水平学校建设单位

学校和两个立项专业群的建设情况，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学校和一个立项专业群

的建设情况。

绩效评价包括以下三方面内容：一是建设绩效完成情况。考核学校和专业群的

绩效目标达成度、建设任务完成度。二是资金保障和使用情况。考核建设资金的到

位率、预算执行率和资金使用的合规性。三是项目建设水平。考核学校和专业群的

建设水平。其中学校从以下十个方面进行考核：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技术技

能人才培养高地、技术技能创新服务平台、高水平专业群、高水平双师队伍、校企

合作水平、服务发展水平、学校治理水平、信息化水平、国际化水平。

专业群从以下九个方面进行考核：人才培养模式、课程教学资源、教材与教法、

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实践教学基地、技术技能平台、社会服务、国际交流与合作、

可持续发展保障机制。

来源：教育部【全文】

教育部领导调研走访多所高校了解重点实验室建设情况

春节前后，教育部领导先后走访北京邮电大学、南京大学、中国矿业大学等重

点院校，了解重点实验室建设、智慧教育、大学生创新实践、校园安全管理等情况。

怀进鹏在调研中国矿业大学时指出，矿大要坚持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充分

发挥学校特色优势，加强基础研究和高水平人才培养，为国家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有

力支撑，为建设教育强国作出更大贡献。

怀进鹏在调研南京大学时指出，南京大学要继续发挥教育、科技、人才等方面

的综合优势，持续强化科技攻关能力、产出重大科技成果、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加

强与相关行业的交流联动，不断探索创新路径和发展模式，为解决关键领域的卡脖

子问题贡献更大力量，教育部也将给予持续关注和大力支持。

来源：教育部【全文】、中国教育在线【全文】、【全文】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7/s7055/202401/t20240123_1111639.html
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moe_1485/202401/t20240124_1111800.html
https://www.eol.cn/jiangsu/jsgd/202402/t20240202_2557902.shtml
https://news.eol.cn/dongtai/202402/t20240204_255801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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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发布《数字教育合作上海倡议》

一是推进数字资源共建共享。制定支持政策，推动互联网普及，合作开发并开放

高质量数字教育资源，研发部署教学辅助工具，共同打造并迭代平等面向每个人的数

字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构建国际学习社区，探索知识传播新机制和教育供给新模式。

二是加强数字教育应用合作。服务各国数字教育应用需求，发挥人工智能与数据

要素作用，坚持人在回路的设计原则，基于教育从业者的智慧，协同打造开放包容的

教育专用大模型，拓展普惠性、全方位、全覆盖的规模化应用场景，创新教育评价模

式，实现大规模因材施教。

三是强化数字教育集成创新。合作扩大教育公共服务供给，建立国际数字教育协

同实验床，共同构建知识和数据集成应用体系，打造立体、开放、共享场景和生态，

推动终身教育链、产业链、人才链的创新融合集成，支撑引领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四是合作推动教师能力建设。共建全球教师能力合作网络，推广包容有效的数字

化教学法，研发智慧教师助手，探索开展数字化协同教研和“人机共育”，支持教师

成为知识生产者、学习促进者和成长引导者，提升教师数字胜任力。

五是协同推动数字教育研究。发挥各国在研究和实践方面的优势，针对不同应用

需求，推动数字教育理论体系、技术工具、应用模式等方面的协同研究，更好彰显数

字技术优势，为教育发展赋能。

六是共商共议数字教育治理。共同研发人工智能应用指南和管理规范，确保数字

教育合乎伦理规范、安全可信，共同完善数字教育标准体系，以数字技术赋能校园治

理，建设人口预测、资源配置、决策支持等智能工具，增强数字教育领导力。

来源：微言教育【全文】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关于开展实验教学和教学实验室建设研究工作的通知

研究工作旨在充分发挥实验室提升学生科学精神、实践能力和创新意识的重要

阵地作用，深入开展高校实验教学和教学实验室建设研究，发挥数字赋能作用，推

动实验教学改革，为建设适应新时代人才培养需求的新型实验教学体系提供有力支

撑。2024年拟围绕实验教学体系研究、实验教学数字化研究、实验教学和教学实

验室建设国际比较研究三大主题立项200个左右研究项目，研究期6个月。

来源：教育部【全文】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89634140312748621&wfr=spider&for=pc
http://www.moe.gov.cn/s78/A08/tongzhi/202402/t20240204_111438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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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资讯

2023年国际网络空间形势回顾及发展动向

2023年网络空间形势主要受重大网络安全事件、新技术新应用发展以及地缘

冲突的综合影响，呈现出以下特点：（一）网络安全形势严峻，重大网络攻击事件

频发：勒索攻击高位增长、数据泄露成本创新高、供应链攻击风险更为突出。（二）

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成果涌现，催生新型网络安全威胁。（三）地缘冲突与网络对抗

交织成新常态，加剧网络空间攻防复杂性。全球网络安全战略调整动向：（一）

“韧性”取代“威慑”成为网络防御核心理念。（二）“行动塑造”逻辑下网络行

动呈常态化。（三）网络空间公私协同现新动向。（四）国际规制阵营化问题更为

凸显。（五）人工智能治理成为重中之重。我国面临的挑战与应对：（一）“西方

话语”投射进网络空间，我国被塑造为网络空间“异者”。（二）美西方加快推进

“重构供应链”布局，我国关键技术“脱钩”风险加大。（三）美国加快构建遏华

网络安全合作，我国网络安全保障承压加重。

来源：安全内参【全文】

ICANN启动千万美元互联网生态系统资助计划

近日，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ICANN）宣布启动互联网生态系统资

助计划。该计划将为开发支持单一、开放、全球互操作的互联网发展项目提供资金

支持。ICANN将于今年3月开启首批1000万美元资金的申请。

互联网连接在全球范围内持续增长，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根据国际电信联盟

（ITU）的最新数据，截至2022年，全球约有53亿人口使用互联网，比2021年增

长了6.1％。资助计划将支持全球互联网下一阶段的发展，促进以包容、透明的方

式开发稳定、安全的互联网基础设施解决方案，为互联网独特的标识符系统（即IP

地址）提供支持。

ICANN资助金项目为各类项目的投资提供了一个新的渠道。这些项目致力于支

持ICANN构建一个统一、开放和全球互操作的互联网，促进广泛的全球用户社区

之间的包容。ICANN预计于2024年3月25日开始接受资助申请。申请窗口将一直

开放到2024年5月24日。此后，独立申请评估小组将对可受理和符合条件的申请

进行审查，并暂定于2025年1月公布第一周期的受资助者名单。

来源：人民邮电报【全文】

https://www.secrss.com/articles/63337
https://rmydb.cnii.com.cn/rmydb/html/2024/20240116/20240116_004/20240116_004_02_3593.html?searchWord=ICANN%E5%90%AF%E5%8A%A8%E5%8D%83%E4%B8%87%E7%BE%8E%E5%85%83%E4%BA%92%E8%81%94%E7%BD%91%E7%94%9F%E6%80%81%E7%B3%BB%E7%BB%9F%E8%B5%84%E5%8A%A9%E8%AE%A1%E5%8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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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世界高等教育趋势报告（2023）》

报告指出，为“轻装简行”、实现快速运转，许多大学启动校内机构的

“撤”“并”“转”。据不完全统计，2022~2023年，已有包括西北工业大学、

南京大学、北京化工大学等“双一流”高校，以及山东青年政治学院、桂林理工大

学等地方高校启动内设机构改革和调整。

学科专业建设方面，一批大学密集推进学部制改革、进行内部学科治理结构调

整，2023年至少有14所高校成立新学部，目前已有超40所“双一流”高校进行了

学部制改革；在专业优化调整背景下，鼓励新设和严控专业有了新方向。一批适应

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学科专业密集增设，一些热门专业被严控。例

如，在近两年“从教热”带动“师范热”的背景下，多地在专业动态调整中主动给

教育类专业“降温”，尤其值得关注。

报告同时指出，放眼全球，伴随人工智能浪潮来袭，发表在《科学报告》上的

研究发现，近四分之三的受访学生（74%）会使用ChatGPT来帮助完成作业，而

世界顶尖大学也相继撤销ChatGPT使用禁令。受其驱动，自适应学习平台有望为

高等教育领域带来更为深远的变革。有机构预测，到2025年，全球范围内将有超

过50%的高校采用AI驱动的自适应学习技术。

来源：中国教育在线【全文】

信通院发布《互联网法律白皮书（2023年）》

报告围绕数据、设施、技术、平台四个方面梳理总结2023年国内外互联网立

法基本情况和发展趋势。2023年我国互联网立法情况：在网络设施方面，继续推

进网络安全法等相关上位法配套规则出台，在金融、交通等重点行业领域加强对网

络设施的安全保护力度。在数据立法方面，呈现出促进数据价值释放的明显转变，

在推动数据跨境流动、促进数据产业发展、构建数据资产管理制度等方面进行创新

性制度设计。在互联网平台方面，进一步细化数字市场竞争管理法律制度，针对重

点平台业务出台管理要求，强化互联网平台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方面的义务。在

数字技术方面，立足技术产业发展实践出台人工智能等相关立法，促进安全与发展

的动态平衡，在全球新技术法律规则制定中占据主动地位。报告最后梳理了2023

年互联网立法情况。

来源：中国信通院【全文】

https://mp.weixin.qq.com/s/7cPwy3ZTmicRvt9no2QIIw
http://www.caict.ac.cn/kxyj/qwfb/bps/202401/P02024012262656657134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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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通院：《全球产业创新生态发展报告（2023年）》

• 世界经济论坛：2023年全球网络安全展望报告

• 艾瑞咨询：2024年AIGC+教育行业报告

• 信通院：我国运力指数报告（2023年）

• 德勤：2024科技、传媒和电信行业预测

• Cushman&Wakefield：2023年全球数据中心市场对比

EDUCAUSE：2023年高等教育网络安全和隐私人才报告

EDUCAUSE在2023年7月对350名来自不同高校、不同职级的教职工进行调研。

受访者专业领域包括IT服务和基础设施、合规监管、网络基础设施、企业服务、系

统和数据管理、身份和访问管理等。调研主要涉及部门结构、规模和工作汇报级别，

人员和预算，工作角色经历，以及能力和专业发展等四个方面。

调研报告显示，过去一年中，网络安全和隐私是高等教育中相对较小但增长迅

速的领域。网络安全员工规模（平均人数为5人）较隐私员工（平均人数为2人）

更强大。大多数（46%）员工直接向CIO报告；高校人员配备问题影响其提供的网

络安全与隐私服务质量。究其原因，大部分认为源于预算不足，或是薪酬福利不具

有竞争力；很多受访者（68%）有远程/混合工作选择，大多数（80%）表示工作

量较大，其中，合规性工作职能在过去一年中所需时间涨幅最多；在能力方面，受

访者最精通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未来5年内，他们认为与主要利益相关者建

立沟通与联系（54%）、持续学习和适应能力（40%）以及领导力（34%）将是

最重要的。报告提出，为培养一支蓬勃发展的网络安全和隐私队伍，学校不仅应解

决员工招聘、留存和工作量等紧迫问题，还应从战略上对这一领域的发展作出合理

预测和规划，此外还应为个人发展和成长提供足够的支持和机会。

来源：EDUCAUSE【全文】

http://www.caict.ac.cn/kxyj/qwfb/bps/202401/P020240119488772206298.pdf
https://www.199it.com/archives/1673779.html#google_vignette
https://report.iresearch.cn/report/202402/4312.shtml
https://mp.weixin.qq.com/s/DeCWEY2-4-TLFxh9m_sRcg
https://mp.weixin.qq.com/s/DeCWEY2-4-TLFxh9m_sRcg
https://mp.weixin.qq.com/s/Bw9PanTUK1V4dtd6jD0hfA
https://www.199it.com/archives/1667738.html
https://www.educause.edu/ecar/research-publications/higher-education-trend-watch/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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