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告数据来源于 2021 网民网络安全感满意度调查活动，任何组织和个人

引用本报告中的数据和内容须注明来源出处。

组委会欢迎有关研究机构合作，深入挖掘调查数据价值，有需要者请与组

委会秘书处联系。

报告查询（总报告及区域、专题、行业报告）：

网络安全共建网：www.iscn.org.cn“网安联”公众号：



2021 网民网络安全感满意度调查

“新技术应用与网络安全”专题报告

广东新兴国家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发展研究院

复旦大学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研究基地

2021 年 12 月



目录

........................................................................................................ 1

................................................................................................. 3

......................3

.............................. 3

4

..............4

.................................................................................5

.......................................................................... 5

................................................................................................. 9

..........................................................9

...................................................................................................... 22



2021年网民网络安全感满意度调查“新技术应用与网络安全”专题报告

1

为充分发挥网络安全社会组织在网络空间建设中的桥梁作用，

全面提升社会组织服务国家及地方政府网络安全建设的能力和水平，

促进全国网络安全事业的发展，由全国各级网信、公安、工信、市

场监管等政府部门的指导和大力支持、全国 135 家网络社会组织共

同发起，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为主题的 2021 网

民网络安全感满意度调查活动于 2021 年 8 月 3 日启动。本活动持续

10 天，共收回问卷 284.5235 万份，经数据清洗消除无效数据后，有

效问卷 264.7339 万份。

此次发布的调查问卷分为公众版和从业人员版。公众版从大众

化的角度，设置八个专题二级问卷，分别是网络安全法治社会建设、

遏制惩处网络违法犯罪、个人信息保护和数据安全、网络购物权益

保护、未成年人网络权益保护、互联网平台监管与企业自律、数字

政府服务与治理能力提升、数字鸿沟消除与乡村振兴；从业人员版

从网络从业人员的技术专业化角度，设置四个专题二级问卷，分别

是等级保护实施与企业合规、行业发展与生态建设、新技术应用与

网络安全、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其中“新技术应用与网络安全”

作为二级问卷之一，围绕我国新技术应用与网络安全设置十七个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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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面分析我国新技术应用与网络安全情况，基于发起单位调

查所得的数据,由广东新兴国家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发展研究院主办、

复旦大学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研究基地承办，围绕本专题及聚焦行业

趋势，结合分析得出两项调查结论，汇总形成本报告。

2021 年 12 月 6 日至 10 日，2021 年全国网民网络安全感满意度

调查报告发布周在北京面向全社会举办。《2021 年网民网络安全感

满意度调查“新技术应用与网络安全”专题报告》作为发布周的重

要组成部分，不仅反映了现阶段新技术应用与网络安全在数据要素

化、可视化方向的具体实践，也为网络安全行业发展提供决策思考

和可行路径，进而为网络空间建设提供有益参考。



2021年网民网络安全感满意度调查“新技术应用与网络安全”专题报告

3

经过对调查数据统计、分析后，有以下主要发现：

（1）通过本次调查发现，5G、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和物联网等新

技术在各个领域应用广泛，从业人员均看好新技术的应用和发展前景。具体来

说，从业人员最看好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场景排前3的是：交通（70.48%）、

医疗（69.98%）和教育（50.99%）；参与调查的从业人员中有48.41%的人认为

区块链未来会广泛应用于各个行业领域；有54.97%的从业人员表示其所在单位

已经运用了大数据技术；物联网在智能家居（73.14%）、智能交通（50.75%）

、智能物流（47.92%）、智能医疗（41.85%）的渗透率超过40%。

（2）各新技术在应用场景下出现的网络安全问题受到从业人员的高度关

注。在工控领域的网络安全问题方面，核心技术自主可控不高（61.56%）、安

全建设水平偏低（61.51%）和安全监管力度不足（53.29%）等三个方面认可度

均超过50%；在人工智能的“AI换脸”应用的安全方面，降低生物特征识别技

术可信度（74.85%）、催生网络黑灰产（71.26%）和深度伪造技术滥用危害国

家安全（59.35%）三个方面同样超过50%；从业人员同样认为区块链应用存在

的问题中，网络安全问题同样值得关注，如监管制度不完善为56.56%，缺少数

据共享政策规划为52.97%；在物联网安全风险方面，几大网络安全问题关注度

同样超50%，信息安全风险高为76.84%、物联网设备不安全为66.86%、未建立

完善的安全管理机制为52.84%。

（3）在参与调查的从业人员中，有64.04%的人认为目前5G服务收费比4G

高的情况可能阻碍5G的发展，有58.46%的人认为目前5G网络覆盖面较小，有

45.9%的人认为5G技术不成熟，出现网络错误/卡顿。这些数据说明，5G网络的

建设水平还需进一步加强，包括利用规模经济实现降本增效以降低5G资费，加

强5G基站建设扩大网络覆盖面，以及持续不断的优化改进5G技术降低网络错误

和卡顿情况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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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调查从业人员对新技术新应用的网络安全顾虑时，关注过5G移动

网络安全问题的从业人员占73.73%，占比排名第1，数据显示目前5G的网络安

全问题受到行业的重点关注，说明5G存在网络安全问题是比较多的，应投入更

多的资源重点关注，加快解决5G网络的网络安全问题。

（5）数据显示超过一半的从业人员认为数字政府和智慧城市中新技术的

应用效果是令人满意的，但应用新技术过程中存在以下问题应加以改善：过度

强调数字化技术，忽略弱势群体对传统服务的需要；技术不成熟，不实用；配

套服务没有跟上。

（6）在以下几个选项中至少有44%的从业人员认为会是未来的发展热点：

芯片、OS、云平台等关键领域自主创新技术；5G/6G高速无线网络技术；物联

网、车联网与工控领域基础网络安全；大数据平台与安全数据底座。

（7）在调查从业人员对于加强新技术应用于网络安全保障方面的建议时

，几乎所有针对性选项均获得了较高的认可，在以下几个方面的认可度超过

60%：加强自主创新，加快技术研发；完善法律法规，制定伦理道德规范；健

全行业监管，加大执法与惩戒力度；培养专业人才，提升人员就业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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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性别分布

参与本次调查的从业人员中男性占65.43%，女性网民占34.57%，从数据上

看男性比例较多，远超出我国男女性别比例与IT行业从业者的男女性别比例。

从业人员性别比例

34.57%

65.43%

男 女

图表3.1-1：从业人员性别比例

（2）年龄分布

参与调查的从业人员中青年人占大多数。其中，12岁到18岁占7.86%，19岁

到24岁占12.9%，25岁到30岁占20.35%，31岁到45岁占46.12%，即30岁以下年轻

人占约41.11%。45岁以下占87.23%，从业人员年龄以中青年为主，占比接近一

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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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3.1-2：从业人员年龄分布

（3）从业时间结构

参与调查的从业人员在网络行业的从业时间较短。其中，从业时间1-3年

的占比为34.23%，从业时间4-6年的占比为21.23%。数据显示超过一半的从业人

员在网络行业的从业时间不足7年。

从业人员从业时间结构

1-3年 4-6年 7-9年 10-12年 13-15年 16-20年 20年以上

图表3.1-3：从业人员从业时间结构

（4）学历分布

参与调查的从业人员中本科的人数最多，占45.88%，其次是大专学历，占

21.75%，大专以上学历为73.94%，在普通网民群体中受教育的程度相对不低，

21.23%

8.16%

6.72%34.23%

14.57%

8.37%

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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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高于我国网民中大专及以上学历比例，数据显示我国网络行业从业人员的受

教育水平相对较高。

图表3.1-4从业人员学历分布

（5）地区分布

参与调查的从业人员来自全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和港澳台地区等，其中广

东、河南、江苏、广西、黑龙江、北京、浙江、湖南、江西、安徽的有效答卷数量

排列前10位。各地区分布情况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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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3.1-4从业人员地区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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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本专题答题的从业人员人数为14160。

在数字时代，新技术与新应用形态的不断创新变革，使得网络生活的形态

得到极大地丰富，基于5G、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的各种生产和消费应

用场景不断推陈出新，同时也带来不断升级的网络安全问题挑战。

本专题就5G、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物联网、数字政府和智能城

市发展、网络安全等方面的问题开展调查，了解从业人员对于新技术和新应

用的发展与网络安全应用的评价，发现差距和问题。

（1）对新技术新应用的网络安全问题的关注度

从业人员对新技术新应用的网络安全问题的关注度排列前5位为：5G移动网

络（73.73%）、大数据（64.24%）、人工智能（53.68%）、物联网（41.36%）、

云计算（39.87%）。数据显示从业人员对新技术新应用的网络安全问题是比较

关注的。

图表4.1-1：对新技术新应用的网络安全问题的关注度

（图表数据来源：从业人员版新技术应用与网络安全专题第1题：您关注过以下哪项新技

术新应用的网络安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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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5G技术的顾虑

参与调查的从业人员对5G技术的顾虑排名前4的有：1比4G服务收费更高（6

4.04%），2网络覆盖面小（58.46%），3技术不成熟出现网络错误或卡顿（45.9

%），4网络不安全（33.35%）。数据显示，从业人员对5G技术最关注的是费用

较高和网络信息覆盖仍然不足的问题。

图表4.1-2：对5G技术的顾虑

（图表数据来源：从业人员版新技术应用与网络安全专题第2题：您对5G技术存在哪些顾虑

？）

（3）工控领域网络安全问题

参与调查的从业人员认为工控领域网络安全建设不容忽视，各方面的问题关注

度都不低，在列出的5个选项中，4个明细选项的关注度均超过40%，分别为：1核心

技术自主可控度不高（61.56%）、2工控领域网络安全建设水平偏低（61.51%）、3

工控领域网络安全监管力度不够（53.29%）、4资产暴露数量多（4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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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4.1-3：工控领域网络安全问题

（图表数据来源：从业人员版新技术应用与网络安全专题第3题：您认为工控

领域网络安全存在哪些问题？）

（4）人工智能(AI)可以发挥优势的领域

参与调查的从业人员认为人工智能(AI)可以发挥优势的领域排名前5的为：

1交通（70.48%）、2医疗（69.98%）、3教育（50.99%）、4网络安全（45.29%）

、5工业制造（44.05%）。数据显示，从业人员认为人工智能可以应用的领域非

常广泛，有比较好的应用前景。

图表4.1-4：人工智能(AI)可以发挥优势的领域



2021年网民网络安全感满意度调查“新技术应用与网络安全”专题报告

12

（图表数据来源：从业人员版新技术应用与网络安全专题第4题：您最期待人

工智能(AI)在哪些领域发挥优势？）

（5）目前人工智能应用发展面临的阻力

参与调查的从业人员对目前人工智能应用发展面临的阻力排前3位为：1技术有

待成熟（75.11%），2安全隐私问题（71.04%），3应用普及（54.17%），数据显示

技术成熟度、安全隐私保护问题等是从业人员关注的重点。

目前人工智能应用发展面临的阻力

技术有待成熟

0.00%10.00%20.00%30.00%40.00%50.00%60.00%70.00%80.00%

图表4.1-5：目前人工智能应用发展面临的阻力

（图表数据来源：从业人员版新技术应用与网络安全专题第5题：您认为目前人工智能应用

的发展面临的最大阻力是？）

（6）对“AI换脸”应用等“深度伪造”为代表的新技术新应用的看法

参与调查的从业人员对“AI换脸”应用等“深度伪造”为代表的新技术新

应用的看法排前3位为：1减低了生物识别技术可信度（74.85%）、2催生网络黑

灰产业（71.26%）、3深度伪造技术滥用危害国家安全（59.35%）。数据显示从

业人员对深度伪造技术是比较担心的。

安全隐私问题

应用普及

社会接受

政策环境

投资不足

其他

75.11%

71.04%

54.17%

39.35%

33.28%

29.25%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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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AI换脸”应用等“深度伪造”为代表的新技术新应用的
看法

降低了生物特征识别技术可信度，引发网络安全
风险

催生网络黑灰产，带来社会安全风险

深度伪造技术滥用危害国家安全

该技术多用在恶搞视频，影响不大

不清楚什么是深度伪造技术

0.00%10.00%20.00%30.00%40.00%50.00%60.00%70.00%80.00%

图表4.1-6：对“AI换脸”应用等“深度伪造”为代表的新技术新应用的看法（图表数

据来源：从业人员版新技术应用与网络安全专题第6题：近两年出现了“AI换脸”应用，您

怎么看这种以“深度伪造”为代表的新技术新应用？）

（7）对区块链的认识

参与调查的从业人员对区块链的认识看法为：48.7%从业人员认为一般，偶

尔看到区块链的信息；20.11%从业人员对区块链不了解，听说过；也有9.73%完

全不了解。数据显示从业人员对区块链了解程度一般或不高。

对区块链的认识

5.65%

非常了解，我是区块链从业者

一般，偶尔看到区块链的信息

完全不了解，没听过区块链

图表4.1-7：对区块链的认识

（图表数据来源：从业人员版新技术应用与网络安全专题第7题：对区块链，您了解多少

？）

15.81%

48.70%

9.73%

20.11%

了解，我经常关注区块链相关资讯

不了解，听说过区块链但不知道是什么

21.66%

8.94%

59.35%

74.85%

7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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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区块链未来发展趋势

参与调查的从业人员对区块链未来发展趋势的看法：认为会广泛应用于各

行业领域最多，占48.41%，认为只会在某些领域（金融）兴盛的占26.29%和认为

无法预料的占20.19%，认为只是一时兴起，最终会被淘汰的5.11%。看好区块链

发展的比例不低。

区块链未来发展趋势

20.19%

5.11%48.41%

26.29%

广泛应用于各行业领域 只会在某些领域(如金融)兴盛

只是一时兴起，最终会被淘汰 无法预料

图表4.1-8：区块链未来发展趋势

（图表数据来源：从业人员版新技术应用与网络安全专题第8题：您觉得区块链未

来发展会如何？）

（9）所在单位对大数据技术应用情况

参与调查的从业人员所在单位对大数据技术的应用情况方面，54.97%的从业

人员所在单位有应用了大数据技术；23.29%的从业人员所在单位没有应用大数

据技术，21.74%表示不清楚。数据显示大数据开始在从业人员单位得到较广泛

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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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单位对大数据技术应用情况

21.74%

54.97%
23.29%

是 否 不清楚

图表4.1-9：所在单位对大数据技术应用情况

（图表数据来源：从业人员版新技术应用与网络安全专题第9题：您现所在单位是否应用了

大数据技术？）

（10）目前大数据技术应用存在的问题

根据对从业人员的调查，目前大数据技术应用存在的问题排前5位是：1专业

人员匮乏（61.04%），2监管制度不完善（56.56%），3数据采集渠道不畅（55.0

3%），4缺少数据共享政策规范支持（52.97%）。数据显示人才、制度、渠道、

规范等问题是大家比较关注的。

目前大数据技术应用存在的问题

专业人员匮乏

监管制度不完善，担心数据安全问题，

数据采集渠道不畅

缺少数据共享政策规范支持

没有相关预算

管理层尚未决定布局

其他

0.00%10.00%20.00%30.00%40.00%50.00%60.00%70.00%

图表4.1-10：目前大数据技术应用存在的问题

（图表数据来源：从业人员版新技术应用与网络安全专题第10题：您认为目前大数据技术应

用上存在哪些问题？）

33.95%

32.69%

5.00%

61.04%

56.56%

55.03%

5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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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物联网在不同领域的应用程度

参与调查的从业人员使用过的物联网应用，排前3位是：1智能家居领域（73.

14%）2智能交通（50.75%），3智能物流（47.92%）。显示在智能家居、交通、

物流等领域物联网技术应用比较广泛。

智能家居

智能交通

智能物流

智能医疗

智能社区

智能农业

智能司法

其他

物联网在不同领域的应用程度

0.00% 10.00%20.00%30.00%40.00%50.00%60.00% 70.00%

图表4.1-11：物联网在不同领域的应用程度

（图表数据来源：从业人员版新技术应用与网络安全专题第11题：您在哪些领域体验过物联

网的应用？）

（12）物联网安全风险认知

参与调查的从业人员对当下的物联网安全风险看法为：76.84%认为信息安全

风险高，66.86%认为物联网设备不安全，52.84%认为企业未进阿里完善的安全管

理机制，50.29%从业人员认为物联网使用人员易误操作。数据显示从业人员对

物联网的安全风险是比较担心的。

80.00%

73.14%

50.75%

47.92%

41.85%

37.90%

19.07%

17.62%

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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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安全风险认知

0.00%10.00%20.00%30.00%40.00%50.00%60.00%70.00%80.00%90.00%

图表4.1-12：物联网安全风险认知

（图表数据来源：从业人员版新技术应用与网络安全专题第12题：您认为当下的物联网安

全风险主要存在哪些方面？）

（13）数字政府和智慧城市的网络安全状况评价

参与调查的从业人员对数字政府和智慧城市的网络安全状况评价：15.33%从

业人员认为非常安全，45.65%认为比较安全，33.74%认为一般。数据显示超过一

半的从业人员认为数字政府和智慧城市的网络安全状况是比较安全的。

数字政府和智慧城市的网络安全状况评价

非常安全 比较安全 一般 比较不安全 非常不安全

图表4.1-13：数字政府和智慧城市的网络安全状况评价

（图表数据来源：从业人员版新技术应用与网络安全专题第13题：您对数字政府和智慧城市
的网络安全状况评价？）

45.65%

33.74%

15.33%

3.68%
1.60%

50.00%

45.00%

40.00%

35.00%

30.00%

25.00%

20.00%

15.00%

10.00%

5.00%

0.00%

信息安全风险高(数据泄露、数据破坏等)

物联网设备不安全(硬件、软件、数据存储等)

企业未建立完善的安全管理机制(不重视安全风
险评估工作等)

物联网使用人员易误操作(未识别钓鱼网站、使
用公共Wi-Fi读取敏感软件等)

其他 4.43%

66.86%

76.84%

50.29%

5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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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一步调查从业人员认为数字政府和智慧城市的网络安全存在哪些方面

时发现，业务数字化和数据集中带来集中的风险和数据合规管理和利用两个问

题受到的关注度比较高，分别是58.23%和45.6%。数据显示，在数字政府和智慧

城市的网络安全方面的问题主要是跟数据使用有关。

数字政府和智慧城市存在的网络安全的问题

业务数字化和数据集中带来集中的风险

数据合规管理和利用

支撑服务和安全保障

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其他

0.00%10.00%20.00%30.00%40.00%50.00%60.00%70.00%

图表4.1-13.1：数字政府和智慧城市存在的网络安全的问题

（图表数据来源：从业人员版新技术应用与网络安全专题第13.1题：你认为数字政

府和智慧城市不安全的地方主要是什么？）

（14）数字政府和智慧城市中新技术的应用效果评价

从业人员对数字政府和智慧城市中新技术的应用效果评价：16.63%从业人

员认为非常满意，44.18%认为满意，36.22%认为一般。数据显示超过一半的从

业人员认为数字政府和智慧城市中新技术的应用效果是令人满意的。

58.23%

45.60%

6.01%

34.57%

2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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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政府和智慧城市中新技术的应用效果评价

2.05%0.93%

非常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非常不满意

图表4.1-14：数字政府和智慧城市中新技术的应用效果评价

（图表数据来源：从业人员版新技术应用与网络安全专题第14题：您对数字政府和智慧城

市中新技术的应用效果评价？）

在调查数字政府和智慧城市的新技术应用存在哪些问题时，排名前3的为：

1过度强调数字化技术，忽略弱势群体对传统服务的需要（55.81%）、2技术不

成熟，不实用（41.3%）、3配套服务没有跟上（40.43%）。

数字政府和智慧城市的新技术应用存在哪些问题

过度强调数字化技术，忽略弱势群体对传统
服务的需要

技术不成熟，不实用

配套服务没有跟上

核心技术和关键产品自主可控

其他

0.0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图表4.1-14.1：数字政府和智慧城市的新技术应用存在哪些问题

（图表数据来源：从业人员版新技术应用与网络安全专题第14.1题：你认为数字政府和

智慧城市新技术应用存在的问题主要是什么？）

（15）网络安全新技术的未来发展趋势

44.18%

16.63%

36.22%

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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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调查从业人员关注的网络安全新技术未来的发展趋势时，最受到关注的

排前3的热点为：1芯片、OS、云平台等关键领域自主创新技术（70.62%）；

25G/6G高速无线网络技术（63.47%）、3物联网、车联网与工控领域基础网络安

全（55.35%）。

网络安全新技术的未来发展趋势

芯片、OS、云平台等关键领域自主创新技术
5G/6G高速无线网络技术

物联网、车联网与工控领域基础网络安全
大数据平台与安全数据底座

可信计算技术
基于人工智能的全息态势感知技术

机器人或无人机系统控制技术
零信任与隐私计算技术

量子计算技术
生物特征识别技术

网络攻防虚拟仿真技术
卫星遥感与数据处理技术

数字资产管理与区块链应用技术
新型传感器技术

其他

0.00% 10.00%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70.00% 80.00%

图表4.1-15：网络安全新技术的未来发展趋势

（图表数据来源：从业人员版新技术应用与网络安全专题第15题：您认为哪些网络安全

相关技术是未来发展的热点？）

（16）加强新技术应用的网络安全保障的建议

参与调查的从业人员对加强新技术应用的网络安全保障的建议排前3位的

位：1加强自主创新加快技术研发（78.29%）、2完善法律法规（72.98%）、3健

全行业监管加大执法与惩戒力度（69.13%）。数据显示从业人员对加快自主

创新、完善法规、坚强监管等方面比较关注。

26.04%
22.32%

16.76%
14.96%
13.74%
13.04%
11.74%
11.56%
10.22%

7.48%
2.71%

70.62%
63.47%

55.35%
4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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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新技术应用的网络安全保障的建议

加强自主创新，加快技术研发

完善法律法规，制定伦理道德规范

健全行业监管，加大执法与惩戒力度

培养专业人才，提升人员就业技能

强化标准引领，构建安全评估体系

加大社会宣传，增强防范与安全意识

加强国际交流，应对共有安全风险

其他

0.0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70.00% 80.00% 90.00%

图表4.1-16：加强新技术应用的网络安全保障的建议

（图表数据来源：从业人员版新技术应用与网络安全专题第16题：您对加强新技术应用的

网络安全保障有哪些建议？）

3.47%

51.1

46.70%

63.

58.75%

6%

72.

69.13%

36%

78.29%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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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网民网络安全感满意度调查是在总结去年满意度调查成功经验的基础上

进行的，在许多方面包括问卷设计、组织发动、活动支持、数据服务等都有新的

突破。在公安等有关主管部门大力支持下，在各组织单位共同努力下，调查活动取

得良好效果，活动收回的问卷数量比去年有跨越式的增长，说明网络安全感满意度

调查活动受到了网民和从业者。从统计结果来看，本次问卷调查数据提供了丰富的

信息，反映了广大从业人员对当前网络安全状况和治理效果的满意程度的评价，包

括从业人员对热点问题的关注、对整体网络安全态势的感受、以及对政府监管、企

业自律、行业发展、新技术应用等方面的评价。另外，从业人员还提出了许多意见

和建议，这些意见对政府有关部门加强网络空间治理，打造一个安全、清朗的网络

空间有增添的调查的成果是丰富的。

概括起来，本次调查成果有以下主要结论：

绝大多数参与调查的从业人员对当前网络安全新技术新应用的效果表示肯定

，同时均对未来新技术进行一步广泛应用于各行各业予以较高的期待，对于阻碍

各个新技术推广应用的阻力及问题许多从业人员也多加关注，显示出从业人员对

于新技术新应用改善我国网络安全水平充满信心。

在过去一年里，各级政府部门在党中央的统一部署下，围绕网络空间治理的

各种问题，突出重点，积极谋划，精准施策，先后推出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法律、规范

、措施和行动，从多个层面和领域出发，打出了一套套组合拳，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给人民交出了一份漂亮的答卷。其行动之迅速，力度之大，成果之丰富，令人印象深

刻，体现出我国政府成熟、自信、眼光和气魄，更标志着我国政府在网络空间治理

能力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

随着数据安全保护法、个人信息保护法、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条例等重要

法律的推出和实施，网络安全治理的“四梁八柱”框架建设取得重要成果，加上一

系列的配套措施的落实，打开了网络安全治理的新局面，也标志着我国网络安全治

理上了一个新台阶。调查结果也显示过去一年里我国网络安全治理在多个方面的

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网民的评价的大幅提升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网络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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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调查的从业人员超过一半认可新技术在数字政府和智慧城市中的应用。

但是，在深入调查5G、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细分技术应用情况时，显示

网络安全问题依旧是从业人员的关注重点，说明在将新技术应用到各行各业时，还

需格外关注网络安全的问题并加以解决。同时，对于加强新技术应用于网络安全保

障，从业人员也从数据合规利用、出台法律法规、自主可控核心技术研发和人才、

标准体系建设等多个方面给出建议。

今年以来抗击疫情的斗争进入常态化阶段，在党、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

我国国民经济加快恢复和发展。疫情的发生和发展，给人们工作和生活方式带来了

很大的变化。隔离、封锁等变化一方面给人们生活造成不便，但另一方面也给数

字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特殊的契机。远程办公、网络协同、线上服务等需求的

爆发，极大地推动了各行各业向业务数字化转变。有了网络和信息技术的加持，

传统经济迎来了升级换代加速发展的新阶段。在应对变局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

基于网络信息技术的新技术、新应用，也让人看到了数字经济的巨大活力和发展潜

力。碳中和、绿色经济等新发展目标和理念的提出引领各个行业进入新一轮转型

、升级和发展阶段。数字化是未来发展的方向，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已经成为关键

技术，网络和信息化基础设施成为不可或缺的基础条件，网络安全将起重要的保

障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对网络安全的重要性作出了重要论断：“没有网络安全就

没有国家安全，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

习总书记还深刻阐述了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发展的辩证关系，指出“网络安全和

信息化是一体之两翼，驱动之双轮，必须统一谋划，统一部署，统一推进，统一

实施。”。“十四五”规划对数字中国建设进行了统一部署，强调协同推进数字

经济、数字生活和数字政府建设。在这个背景下，公安、网信、工信等部门加强

了对网络空间的监管和对违法犯罪活动的打击，重点整治了网络诈骗、谣言传播等

问题，有力地保障了网络空间的安全，调查数据也显示网民对政府采取的应对措施

的效果评价是比较满意的。政府近年来加强智慧城市、智慧交通、平安城市等信

息化建设大大地改善了信息化基础设施，为提升政府现代化治理能力，改善数字政

府公共服务打下坚实的基础。我国在网络安全领域加强治理，成效显著，为数字经

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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