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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推进网络强国建设路径分析

颜毓洁  侯  帆  刘晓越

陕西服装工程学院 陕西省 西安市 712046

【摘  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中国发展的全新历史定位，本文通过阐述新时代推进网络强国建设的必要性，进一步

分析新时代推进网络强国建设的原则，并从筑牢网络安全坚实防线、充分利用新型媒体技术、创新文化传播展示形式、加

强科学技术人才培养、构建交融开放交融网络空间、实现共商共建战略目标几方面逐一论述新时代推进网络强国建设的有

效途径，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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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ew era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a brand-new historical orientation of China's development. This 

paper further analyzes the principles of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twork power in the new era by expounding the necessity 

of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twork power in the new era. Using new media technology, innovating the form of 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display, strengthening the training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talents, building a blended, open and integrated 

cyberspace, and realizing the strategic goals of joint consultation and joint construction are discussed one by one. Effective ways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powerful network in the new era are for reference 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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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改革开放的40年多年之中，我国经济、文化、国

际地位得到了飞速的提升，基于新时代背景之下，党和

国家事业的发展，需要根据社会变化适时做出调整。在

党的十八大中明确提出要实施网络强国战略目标，这是

处于信息化时代背景下，国家关心网络安全和民众生活

状况的重大战略决策，为提高网络强国的实效性，不断

推动数字经济的发展，本文就网络强国建设路径，做以

研究。

1  新时代推进网络强国建设的必要性

1.1是新时代发展必然所趋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

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明确指出，推进网络强国建

设是新时代的重大课题。信息化时代的到来改变了人们

生活及生产的方式，而高度发达的网信事业，也标志着

一个国家生产结构的转变。基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

求，党在治国理念上，更应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重

大理论与实践问题有机结合，而当前国际形势又较为复

杂，信息网络建设从未像现在如此迫切，因此在新时期

推进网络强国建设发展是时代必然所趋 [1]。

1.2利于推进人类文明进程

马克思唯物主义，提出了社会的发展离不开生产力

的作用，而只有引起社会的变革，才能实现人类的进步，

信息技术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习惯和生产结构，也推

动了生产力的发展。数字经济时代造就了全新的经济增

长点，这也标志着网络信息技术发展是影响社会生产力

增长的重要因素。以网络作为传播介质，能够提高信息

的共享力度，有利于经济、文化传播，而数字经济时代

也使得全球经济得到了重塑，因此通过网络强国建设，

能够不断推动人类文明的进程。

1.3提高国家综合竞争实力

哪一国家能够率先实现科技上的创新，就能够掌握

引领发展的主动权。网络强国建设思路，是新时代背景

下党和国家勇于求变，把握时代脉搏，紧跟时代潮流的

重要治国方针决策。因此，只有通过先行一步的方式，

才能够掌握网络发展的主导权，这样在国际市场之中，

就不会受制于其他国家，能够提升我国的核心竞争力。

并且，当前信息技术发展日新月异，对国家的军事、政

治、文化、经济都起到了深远的影响，只有充分重视网

络强国，才能推动国家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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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便于强化治理网络环境

网络信息化虽加大了信息的共享力度，提高了生产

力，但开放的网络环境，使得部分不良思想与文化渗透

进来，对国家教育、经济、政治等造成了一定的威胁。

通过网络强国建设的方式，能够加大对网络环境的整治，

化解网络社会信息风险，引导大众树立一个正确的价值

观念，减少由于当前国际政治局势不稳定，经济发展放

缓等问题，对国民思想造成的波动，在实现文化价值固

化的，更能够提升我国信息安全，使网络环境向一个健

康、稳定的方向发展。

2  新时代推进网络强国建设原则分析

2.1以国家发展为中心

从政治的角度来说，网络强国建设思路，必须要以

国家发展为中心。只有在党的正确领导之下，才能够使得

国家走向现代化社会主义富强之路，因此在建设过程中必

须要坚持旗帜鲜明、毫不动摇的党管思路，对网络信息进

行统一领导、统一管理。建立明确的监管制度，分析网络

强国建设过程中的既有和隐性问题，将实践与真理化为统

一，保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总结新经验，

解决新问题，从而全面推进国家事业发展 [2]。

2.2以人们群众为核心

我国无论是在经济治理和文化建设方面都秉持着稳

中求进的思路，侧重于解决社会矛盾，避免推进过程过

于激进，导致起反作用。而在网络强国建设的过程中仍

要秉持稳中求进的原则，以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主，

加大与基层群众的联系，做好社会环境调研，满足人们

的需求，采用循序渐进的方式，慢慢渗透。让群众自发

加入到网络强国建设工作之中，将被动输入转化为主动

输出，提高网络强国的实效性，既要保证人民意志统一，

又要使得人人都有享受的权利。

2.3以科学技术为引导

科学技术是推动网络强国建设的关键，为提高网络

强国建设质量，应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理念，提高科学

技术创新力度，深化信息革命，提高信息数据价值。一

是充分发挥现有技术优势，以此为基础不断实现创新，

深化网络技术体制，消除社会科研创新思想体制障碍，

解决当前的实际问题，通过政策引导，加大实体经济企

业对现代化产业转型的决心、信心与恒心。二是按照分

类指导的方式，遵循技术发展规律，优化整体布局，实

现技术的颠覆性、突破性发展。

2.4以提高法治为目标

全面依法治国，是强国的根本，也是体现人民意志，

遵从社会发展的重要决策。而网络强国之路，更要以法

治为建设目标，在建设过程中注意各项措施及任务落实

的规范性，重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在

保证政治、经济、社会稳定运行的同时，更不能干预个

人意志，阻碍或者破坏人们的思想。加大对现有不适应、

不符合问题的分析，法制措施要与计划落实同步开展，

坚决打击建设过程中所出现的违法犯罪行为。

2.5以实现共享为理念

网络强国是一个全局性、整体性、目的性以及长期

性的国家发展战略手段，在建设的过程中应吸取历史教

训，避免过去地方、民族自足自给，闭关自守的状态，

要团结各民族，具备地球村意识，深刻理解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内涵，加大网络建设的开放性，使得网信事业走

向繁荣发展之路。在建设过程中要积极谋划发展思路，

构建一个多元参与的网络空间，加强对网络空间格局的

质量优化，全面推进数字经济的发展，使得网络与传统

行业紧密合作。

3  新时代推进网络强国建设有效途径

3.1筑牢网络安全坚实防线

网络开放的环境加大了信息之间的共享性，拉近了

国家与国家，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但也伴随着风险的滋

生。为提高网络强国的安全性，为后续工作打下良好的

基础，应加快推动网络立法进程，不断完善网络法治监

管措施，从而化解网络风险，减少不法分子的侵害。一

是部分发达国家已经在网络舆论等方面，形成了较为成

熟的法律体制，消除了部分人员认为网络是法外之地的

思想。而我国在此方面立法还不够完善，虽要加大网络

环境开放力度，但也要用正确的价值观念引导大众的舆

论以及审美，因此要尽快出台网络实名制以及相关宪法

规定，从而提高治理和网络环境的安全性。二是规范互

联网行业，我国在互联网行业监管方面存在一定的滞后

性，由于起步较晚发展较快，使得部分行业规范，无法

跟上社会形式发展，应加大法治夯实力度，重点对垄断

等行为实行监督[3]。

3.2充分利用新型媒体技术

新时代的到来伴随着融媒体技术的发展，而这也在

网络文化建设方面，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我国在改革

开放初期，就依托报纸、刊物等大众传媒实行媒体监督

工作，对打击社会中的违法、渎职腐败行为起到了关键

性的作用。这些大众媒体一是代表了人民的意志，敢于

揭露、报道、评论和抨击社会中的不法行为，二是能够

引导大众的舆论和审美。尤其在新媒体时期，人们无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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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作业及生产，更使得新型媒体技术得到了快速的发展。

因此，在网络强国的进程中，不可忽视新型媒体技术对

改革发展的重要性，要充分利用媒体传播优势，加大对

人们思想意识的引导，传递正能量。加强对网络媒体行

业的整治，建立起统一的技术标准，深度把控媒体从业

人员的政治思想，做好守正推新，加快传统媒体行业向

新型媒体行业的转型，提高整体产业的技术含量[4]。

3.3创新文化传播展示形式

基于信息化时代背景之下，为了进一步提高网络强

国的实效性，使得人民能够产生文化自信感，采用了不

同的方式与途径，展示了国家文化，在国外树立了良好

的企业品牌形象。而当前部分事企业单位也存在思想渗

透管理极端化的现象，例如：“学习强国”等APP文化学

习软件的诞生，为文化传播及展示形式提供了全新的建

设思路，而部分是事企业单位为完成上级传达任务，将

其学习分数与工作绩效考核挂钩。使得工作人员将精力

都投掷在了日常答题上，忽略了实体工作的重要性，并

且将其作为工作任务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倦怠感，这也

违背了我国网络强国建设的初心。在实际管理过程中，

应加大创新思路，将网络建设与实践工作相结合，依靠

喜闻乐见的形式，让企事业单位人员从被动学习，转为

主动接受，从而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保证国有资产的

保值与升值。

3.4加强科学技术人才培养

网络强国建设需要有科学技术的支撑，随着科学技

术的不断发展，低段信息技术人员已经无法满足时代发

展需求，当前国家应放眼未来，将培养的侧重点投掷在

高端复合型技术人才方向之上，从而提高网络核心技术

的创新度。一是要从根源上改变当前教育格局，部分高

等院校在对口专业中由于缺乏实践的空间，进而导致学

习内容过于平面化，缺少实战经验。而国家要加大政策

引导，推动相关企业加强与高校的合作形成一个互帮互

助的格局，企业解决缺乏技术型人才的现状，学校获得

实践和科研的空间，从而推动我国网络强国建设质量。

二是人才培养要趋于产业化发展，例如：联想集团与我

国高校打造了紫领人才培养计划，与职业院校进行对接，

提供专业的核心课程，实行产教融合发展，为企业和国

家输送了大量的高端复合型技术人才，此种运营模式，

可以借鉴到不同的产业之中。

3.5构建开放交融网络空间

网络空间不仅能够推动国家的发展，还成为了各国

发展经济，开展交流的重要武器，因此国家在重视网络

技术创新、网络环境整治的同时，更要树立起共建网络

空间命运共同体的发展思路，为迎接国际挑战，确立符

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决策方案。一是要加大与国际

网络空间的合作，改变当前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低端制

造的角色定位，逐渐向产业核心技术进发，加大跨国合

作，鼓励国有企业对外企业的收购合并等经济行为，充

分发挥网络信息技术，推动发展。二是实现技术的共享，

与国际达成合作共识，遏制部分单边主义发达国家对发

展中国家所采取的技术垄断行为，实现共同治理，共同

富裕的目标，使得共享成果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

三是以人民为中心，实现全民共享网络发展红利的战略

目标，利用网络强国，推动国民经济的发展，促进民生，

使得社会形成一个人人参与，人人享有，人人维护的良

好发展格局。

3.6实现共商共建战略目标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互联网金融也进一步

推动了国家经济的增长，因此在建设的过程中，更要加

大对商业经济结构的不断优化，从而达成共商共建的目

标，充分抓住市场机遇，开创数字合作新局面。一是加

快推动传统产业向数字化产业转型，受气候经济的影响，

高能耗、低效率、劳动密集程度高的产业已无法满足现

代化网络强国需求。应通过政策引导和技术指引的方式，

提高传统行业企业的业务转型意识，通过产业数字化，

数字产业化的方式，依托互联网为承载媒介，加快推动

发展。二是提高企业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并要加大与

电子商务运营模式的有机结合，将技术引进来，使产品

走出去，以此不断提升我国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从

而提高网络建设强国的实效性。

4  结语

综上所述，“十四五”规划期间，是我国从制造大国

走向制造强国的关键时期，利用网络强国，推动经济、文

化、政治、社会的发展，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国家在

新时期所制定的重大战略目标之一。其符合现代化社会发

展需求，也是强化人民爱国意识，提高人们思想认知的有

力武器，在未来党和国家应更加注重建设思路的创新性，

把握时代机遇，推动我国综合实力的不断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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