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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现阶段，计算机网络已经得以普及，不仅提高了工作效率，而且

还促进了信息数据的传播。但同时，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网络的开

放性也为一些别有用心人士提供了机会，计算机网络安全问题愈加突出，

严重威胁了计算机网络以及个人信息的安全。本文对现阶段计算机网络

安全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探讨了大数据时代背景下的计算机网络安全体

系的构建，希望能够为加强计算机网络安全工作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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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引言 
计算机网络的快速发展为各行各业工作提供了便利，对加快

行业改革、促进地方经济建设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计算机网络在
为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外部人员通过
恶意攻击计算机网络窃取信息、破坏程序，给个人、企业造成了
严重的损失，甚至可能威胁国家安全。因此，在大数据时代下，
构建计算机网络安全体系迫在眉睫。如何建立计算机网络安全体
系提高信息传输、存储的安全性，如何提高计算机网络安全体系
的和理性与实用性是本文重点研究的问题。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
研究计算机网络安全体系是引导计算机技术良性发展的重要保
障。 

1.大数据时代背景下的计算机网络安全问题 
第一，计算机系统漏洞。现阶段，大部分主流计算机操作系

统都或多或少存在一些系统漏洞。用户在使用计算机过程中，由
于未对下载、安装的软件与硬件加以筛选，导致系统产生漏洞。
计算机系统漏洞是难以避免的，虽然用户可以利用计算机安全软
件修复漏洞，但是在后续使用过程中又会产生新的漏洞。这些系
统漏洞让黑客等有了可乘之机，通过漏洞窃取重要信息。 

第二，人为因素产生的安全问题。一方面，网络黑客等不法
分子通过编制的一些恶意程序或者植入软件入侵用户计算机网
络，对计算机内信息进行非法的修改或窃取。部分违法人员甚至
将这些信息违法转卖给他人，牟取不法所得，严重侵害了计算机
网络安全。另一方面，计算机用户安全防范意识薄弱。一些用户
为了方便或者是容易记住信息，网站、程序的账号以及密码设置
过于简单，没有前往官方网站或者经过认证的网站下载程序，增
加了用户隐私信息泄露的风险。而大数据、云计算技术的出现更
是降低了用户对信息的控制程度，用户网页分享的位置信息、上
网痕迹等都可能被外人窃取与利用[1]。 

第三，特殊因素导致的安全问题。在计算机网络运行过程中，
因电力故障等不可预见性因素对信息处理造成影响，一些网络信
息在传输过程中可能会出现问题，进而引发计算机网络安全问
题。 

2.大数据时代背景下的计算机网络安全体系的构建 
2.1 加强网络病毒的防控 
对于防控网络病毒，应用 为广泛地便是防火墙技术。防火

墙技术主要是为了防止外部网络用户的擅自访问，避免外部的非
法入侵。因此，计算机用户需要重视防火墙技术的应用，在应用
过程中要及时记录防火墙有关信息，通过日志文件发现系统漏
洞，采取措施修复漏洞[2]。与此同时，除了可以利用防火墙抵御
网络病毒之外，还可以利用其它的防病毒技术降低计算机网络安
全风险。计算机网络病毒的预防重点是避免病毒进入磁盘等硬件
进行相应的操作，计算机用户在使用过程中可以安装腾讯电脑管
家等应用程序，利用程序中的病毒查杀功能检测计算机内是否存
在病毒，减少计算机网络病毒传播的情况，降低网络病毒入侵的
可能性。值得注意的是，用户应该避免安装两个及以上数量的杀
毒软件，要优先选择病毒库数据更为全面的软件，提高网络病毒
防控效果。 

2.2 建立健全网络安全管理机制 
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要想提高计算机网络的安全性就必须

在制度层面强调计算机网络安全的重要性。第一，国家工信部等

部门可以联合立法机关一同加强对计算机网络安全、个人信息保
护等方面法律研究，不断完善网络管理条例，对于恶意传播病毒、
攻击他人计算机网络安全的不法分子严惩不贷。同时，工信部等
部门还需要加强网络监管力度，建立网络安全问题举报平台，发
动社会力量进行监督，要做到及时处理、严厉惩处、及时反馈，
在全社会形成网络安全防护合力。第二，企业要加强网络安全管
理制度建设。企业要坚定不移地落实国家关于网络安全管理等方
面的条例，要结合企业的实际情况完善企业网络安全管理制度，
提高企业信息化建设质量。同时，企业要将计算机网络安全管理
制度纳入日常管理制度中，要在制度中明确网络安全负责人员的
职责；要明确各个部门人员应用计算机尤其似乎企业内部信息库
的权限、流程等；完善企业信息发布、审核制度；安排信息技术
部门人员或邀请专业人士定期对企业计算机网络系统进行检测，
做好全面筛查。除此之外，还要对全体员工进行网络安全培训，
使员工在工作中可以自觉践行制度，不随意下载软件、不随意将
自己的账号借给他人使用，提高企业计算机网络安全管理水平。
第三，个人用户也要与政府一同加强监督，对于网络黑客要善用
举报制度，保护计算机网络安全。 

2.3 实行严格的身份认证 
身份认证是较为常见的安全保护方式，主要是对当前计算机

操作者的身份进行确认，身份无误后才可以进入系统。相比于简
单口令认证，即传统账号密码形式，动态口令身份认证可以减少
因用户网站、程序的账号以及密码设置过于简单带来的风险问
题，更为安全。即计算机用户在操作前需要将系统发送至手机等
设备上的动态密码，结合系统账号确认身份。因为每次系统发送
给计算机用户的密码是不同的，而且有些动态口令还有时间限
制，因此黑客即使截获了密码也难以通过这一动态口令通过身份
认证，有效地保护了计算机网络的安全。另一种身份认证技术是
通过 SD 卡等智能卡进行的。当计算机用户面临身份认证时，用
户端会向系统发送身份验证请求，系统在接受指令后会随机生成
一串数字并将数字发送给用户端。之后，用户端再将这串数字传
送至智能卡，而智能卡则将这串数字与自身密钥结合后将该数据
发送给认证服务器，而服务器在进行相同计算后得出的结果一
致，则认定操作者为合法计算机用户[3]。动态口令身份认证技术
与智能卡身份认证技术使用方便、可靠性较强，结合实际需求应
用身份认证技术可以提高计算机网络的安全性。 

2.4 建立信息应急处理机制 
前文所述，一些不可预见、不可抗力因素也可能诱发计算机

网络安全问题，因此需要尽快建立网络信息应急处理机制。计算
机用户应该做好数据的存储、备份，要定期确认所存储的信息。
在一些突发事件中，要尽量使用户在解决后尽可能地找回数据。 

3.结语 
综上所述，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计算机网络面临着更为复

杂、更多样的攻击、入侵形势，国家要加强网络安全法律制度建
设，企业与个人也要加强计算机网络安全防范意识，建立健全网
络安全管理机制，实行严格的身份认证，保护计算机网络安全。
计算机网络安全体系的构建是维护网络秩序、促进经济发展的重
要保障，在大数据时代下我们需要以更谨慎的态度对待计算机网
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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