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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首部网络安全主题大型电视专题片

《第五空间》今起播出

随着互联网飞速发展， 网络空间

成为继陆地、海洋、天空、外空之外的

第五空间。 面对不断涌现的各种已知

和未知的网络安全威胁， 我们能否找

到守护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密钥？
在中央网信办网络安全协调局、

上海市网信办的指导下， 上海广播电

视台融媒体中心Knews中心制作了国

内第一部聚焦网络安全的电视新闻专

题片《第五空间》。 本片将从今天起播

出，迎接2017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
专题片分三集，每集30分钟，从个

人、社会、国家三个维度层层推进，阐述

中国的网络安全观，以及构建网络空间

命运共同体的必要性、 正当性和迫切

性。 该片充分体现了国家网络安全周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的
宣传主题。

据该片编导燕晓英介绍， 在为期

半年的拍摄中， 摄制组深入阿里巴巴、

腾讯、百度、360等国内主要网络公司的信

息安全部门；又前往俄、美、英、比等国家，
走访了全球网络安全巨头卡巴斯基实验

室，全程直击全球顶级网络安全盛会“黑
帽大会”， 独家对话 “棱镜 ” 事件报道

者———英国《卫报》记者尤恩·麦肯斯基，
全方位展示当今世界的网络安全现状。
其间， 摄制组还全程记录了今年震惊世

界的勒索病毒wannacy的爆发和处置过

程，以及对我国产生重大影响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的实施。
第一集《透明的时代》关键词是“个

人”。 围绕个人信息安全，专题片从个人

移动支付、个人金融活动、隐私权等多个

方面呈现普通人在信息社会中的状态。
从片中可看出， 中国一直高度关注个人

信息保护。尤其《网络安全法》的实施，对
于中国的网络空间安全是具有里程碑意

义的大事件， 当各大公司的数据搜集和

分析运用都将被纳入到有法可依的框架

中来，这是对个人信息安全的保障，也是

对个人尊严的保障。

第二集《隐秘的威胁》从“社会”的角

度来剖析网络安全命题。 放眼世界，各类

网络金融犯罪危及社会经济秩序，恐怖组

织在网上大打心理战，全球青少年的心理

受到互联网上扭曲价值观的影响，世界各

地的秩序已然受到网络隐秘的威胁。中国

方面认为， 只有形成互联网管理合力，才
能切实维护网络安全秩序；只有建立更为

强大的理论和法律体系，在制度和实践层

面不断进行探索，才能坚固筑起网络安全

防线，在让中国人民受益的同时，为全球

治理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信心。
第三集《真实的较量》聚焦“国家”，

“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 中国

作为网络大国， 在不断加强本国网络安

全建设的同时， 也向世界提出了建设网

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唯有

各国加强合作沟通、建立平衡体系，才能

引导网络技术有序发展，造福人类。
专题片的播出时间是，上视新闻综合

频道9月15日至17日19点15分每天一集，
东方卫视9月17日21点30分三集连播。

让互联网更好造福国家和人民
———复旦大学网络空间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沈逸解读《网络安全法》

《网络安全法》今年 6 月 1 日起正

式实施。 这部我国网络领域的基础性

法律会给人们生活造成怎样的影响？
复旦大学网络空间治理研究中心副主

任沈逸认为，《网络安全法》的出台，顺
应了网络空间安全化、 法治化的发展

趋势， 不仅能对国内网络空间治理起

到重要作用， 也是国际社会应对网络

安全威胁努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更是

中国在迈向网络强国道路上至关重要

的阶段性成果。
去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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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逸是参会代表之一。 他认为，我国网

络事业进入一个发展新阶段， 这时，国
家宏观指导方针就显得相当重要；总

书记在“4·19”重要讲话中指出，按照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

念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 是当前和

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的总要求和大

趋势， 我国网信事业发展要适应这个大

趋势，在践行新发展理念上先行一步，推
进网络强国建设， 推动我国网信事业发

展，让互联网更好造福国家和人民。
信息革命让网络空间成为人类活动

的第五疆域。中国已有超过 7 亿网民，用
户基数庞大， 各种互联网创新应用也层

出不穷。“支付宝为代表的网络支付用户

越来越多， 一旦出现不安全状况就是大

问题。 ”沈逸说，网络安全已经不单单是

一个技术问题， 而是成为民生安全的一

个必要条件。
互联网在便利人们生活的同时，人们

的正当权益也在网络空间面临着各种新

型威胁的冲击和挑战。 目前，相关部门已

对互联网企业过度追求商业利益以及不

良竞争、对影响广大普通网民幸福生活的

新型网络欺诈、对网络空间非法贩卖个人

信息的犯罪行为等，开始了一系列治理工

作。 与此同时，相关的法律法规与战略规

划建设也在高速推进之中。《网络安全法》
《国家网络空间安全战略》《网络空间国际

合作战略》 等一系列法规和文件的出台，
初步奠定了中国网信事业发展所必需的

法律框架和战略架构。
当前，一些公共事件通过网络“发酵”

后，往往会以几何数级效应扩散，不同程

度地产生一些负面影响，甚至引发群体性

事件。 这一现象也引起了沈逸的关注。
“要建设网络良好生态，在网上网下

形成‘同心圆’，就必须充分发挥互联网

凝聚共识的功能。这个共识，是社会公众

对社会发展方向、 国家治理方式等的默

认契约。”沈逸说，面对社会热点事件，网
上各种“声源”的出发点各不相同。 值得

警惕的是，许多公共事件背后，往往存在

以散播各种混淆视听信息牟利的职业策

划人和幕后推手。 因此，他认为，通过互

联网来凝聚共识，在当下显得尤为迫切，
“近年来， 当公共事件引发网络舆情时，
政府的应对态度已经有了积极转变———
反应速度明显加快， 能够主动公布事件

相关信息。 但是，只有政府、企业和社会

三方齐心协力，才能真正凝聚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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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迈向世界一流军队的强大引擎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和推进强军兴军纪实之四

２０１６年１月１１日，新调整组建的军委

机关１５个职能部门亮相。 其中一个机构

引人注目：中央军委科学技术委员会。
“科技创新，正在成为中国军队问鼎

世界一流军队的重要战略选择。”在世界

媒体眼中，军委科技委的诞生，宣告了中

国军队“创新驱动时代的到来”。
每到历史关键节点， 总会有一个声

音，洞察大势，引领未来。
“要全面实施科技兴军战略，坚持自

主创新的战略基点，瞄准世界军事科技前

沿，加强前瞻谋划设计，加快战略性、前沿

性、颠覆性技术发展，不断提高科技创新对

人民军队建设和战斗力发展的贡献率。 ”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深刻把握世界军

事发展大势和我军所处历史方位，着眼实

现强军目标、建设世界一流军队，擘画科技

创新蓝图，点燃了强军兴军的强大引擎。
黄钟大吕之音，如春雷、似战鼓。 在

新的历史起点上， 全军遵从习主席的号

令，迈上科技兴军的伟大征途。

大变局，大担当
一个宏伟战略的运筹

中国军队从未像今天这样， 加速向

现代化奔跑，也从未像今天这样，时刻处

于世界媒体的聚光灯下。
“坚持向科技创新要战斗力，下更大

气力推动科技兴军。”从２０１２年到２０１７年，
习主席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引领着

人民军队铿锵有力的坚定脚步，引发国际

舆论一波接一波的“中国军队热”。
历史的节点处， 总是激荡着思想的

伟力。
创新驱动，一个崭新的词语组合，一

个指向未来的宏伟战略， 发轫于党的十

八大报告， 经由党中央、 习主席科学研

判、擘画蓝图、运筹推动，成为一个国家

和一支军队前行的磅礴动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不同场合、不同

时机， 习主席不断对创新驱动的地位和

作用“定调”———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决定着中

华民族前途命运”“把创新摆在我军建设

发展全局的重要位置”……
登高望远，见微知著。学习习主席系

列重要论述，有心人发现，有一段历史自

始至终触动着习主席的“剜心之痛”———
“近代以后，由于国内外各种原因，

我国屡次与科技革命失之交臂， 从世界

强国变为任人欺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

家， 我们的民族经历了一个多世纪列强

侵略、战乱不止、社会动荡、人民流离失

所的深重苦难……”
大历史的刻骨之痛、 大变革的时代

风云， 投射在我们所处的历史方位和时

代坐标上，激荡着中国梦、强军梦，共鸣

着领袖的忧患与思考。
今天的中国和中国军队， 都处在由

大向强的“关键一跃”。由“大”到“强”，是
一条布满荆棘的奋进之路、 一条充满博

弈的竞进之路。
“在国际军事竞争日益激烈的形势

下，唯创新者胜。 ”习主席以宏阔的战略

视野和强烈的使命忧患指出： 不创新不

行，创新慢了也不行。 如果我们不识变、
不应变、不求变，就可能陷入战略被动，
错失发展机遇，甚至错过整整一个时代。

“靠改革创新推动国防和军队建设

实现新跨越， 是决定我军前途命运的一

个关键， 必须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抓创新首先要抓科技创新这个牛鼻

子”“谁牵住了科技创新这个牛鼻子，谁

走好了科技创新这步先手棋， 谁就能占

领先机、赢得优势”……站在时代发展和

战略全局的高度， 习主席鲜明提出更加

注重创新驱动，下大力气抓科技创新，开
创强军兴军新局面。

千 钧重担在肩 ， 化作砥砺 前 行 动

力———全军各级坚持在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指引下，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强化创新

意识，提高创新能力，激发创新活力，厚植

创新潜力，培育战斗力新的增长点。
“现在，主要国家高度重视推进高

投入、高风险、高回报的前沿科技创新，
大力发展能够大幅提升军事能力优势

的颠覆性技术。 ”在中央军委改革工作

会议上，习主席语重心长，“国防科技创

新搞不上去， 就会在竞争中处于下风。
总是跟在人家屁股后面追是不行的，一
定要在一些领域成为领跑者。 ”

“我军武器装备水平同维护国家

安全和发展利益要求相比， 同打赢信

息化战争要求相比， 同世界军事强国

相比， 在很多方面差距还是比较明显

的。 ”在全军装备工作会议上，习主席

直击要害，“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发展

必须向以创新驱动发展为主转变。 ”
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 军事核心

技术更是买不来的。 在十二届全国人

大四次会议解 放 军 代 表 团 全 体 会 议

上， 习主席高瞻远瞩： 必须见之于未

萌、识之于未发，超前布局，超前谋划，
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

在前瞻设计中把握走向， 在运筹

推进中彰显担当。
大变局，大担当，大手笔。
２０１６年，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

《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 纲要

提出，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目标是，到
２０２０年 时 使 我 国 进 入 创 新 型 国 家 行

列， 到２０３０年时使我国进入创新型国

家前列， 到２０５０年时使我国成为世界

科技创新强国。
中央军委颁发《军队建设发展“十

三五”规划纲要》。纲要提出，到２０２０年，
军队要如期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

设“三步走”发展战略第二步目标。 未

来５年，军队主要领域发展指标要取得

较大突破，关键作战能力要实现大幅

跃 升 ，整体发展布局得到明显优化 。
这是迈向未来的时间表， 也是迈

向未来的路线图。
创新驱动发展，中国梦、强军梦，

梦想可期，梦想必成。

大挑战，大洞察
一个主攻方向的指引
湘江之畔，坐落着国防科技大学。

这座由著名“哈军工”发展而来的高等

军事学府，牵动着习主席的目光。
２０１３年夏季， 由国防科技大学自

主研制的天河二号超级计算机计算速

度再登世界之巅。 习主席作出重要批

示：希望同志们总结经验，再接再厉，
坚持以我为主，勇于自主创新，不断强

化前沿技术研究， 为推动我国科技进

步、建设创新型国家作出更大贡献。
夏去秋来，２０１３年１１月，习主席亲

临国防科技大学视察。 学校科研成果

展上，一个个展台、一件件实物、一幅

幅图表前， 习主席驻足观看， 凝神思

考。很快，全军科技工作者聆听到了习

主席从这里发出的号令： 要牢牢扭住国

防科技自主创新这个战略基点， 大力推

进科技进步和创新，努力在前瞻性、战略

性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基点定在何处， 军队的方位就在何

处；战略指向哪里，军队的未来就在哪里。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主席的行程和

足迹意味深长———
酒泉，东风航天城。 履新第一年，习

主席冒着严寒来到这里， 深情勉励大家

以民族复兴为己任，追求卓越，报效祖国

和人民。
北京，京西宾馆。 连续两年，习主席

出席全国人大解放军代表团全体会议时

强调国防科技自主创新， 要求向科技创

新要战斗力。
从坐进空军新型轰炸机驾驶舱，到

登上海军新型潜艇， 再到冒着风雨观看

舰载机滑跃起飞、阻拦着陆训练……
步履匆匆，大势笃定。细细研读习主

席的讲话， 两个高频出现的关键词组得

以浮现———国防科技、自主创新。
时光荏苒，春华秋实。５年来，这两个

高频词已成为强军兴军征途上的一个醒

目路标。
习主席的深邃思考、高瞻远瞩，为我

军抢占未来军事竞争战略制高点，指引了

重要主攻方向———国防科技自主创新。
“我们没有别的选择，非走自主创新

道路不可。”习主席的论断振聋发聩，“不
能总是用别人的昨天来装扮自 己 的 明

天。 不能总是指望依赖他人的科技成果

来提高自己的科技水平， 更不能做其他

国家的技术附庸， 永远跟在别人的后面

亦步亦趋。 ”
超前布局谋划，需要“桅杆上的瞭望

者”。如何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

革的重大机遇？ 习主席高屋建瓴：“要在

新赛场建设之初就加入其中， 甚至主导

一些赛场建设， 从而使我们成为新的竞

赛规则的重要制定者、 新的竞赛场地的

重要主导者。 ”
技术突破也许就在一觉醒来， 胜败

结果也许就在一夕之间。 如何下好先手

棋、打好主动仗？ 习主席给出战略谋划：
“要高度重视战略前沿技术发展，确定正

确的跟进和突破策略， 选准主攻方向和

突破口， 加紧在一些战略必争领域形成

独特优势，争取后来居上、弯道超车。 ”
我军贯彻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必须坚持战斗力标准。 如何提高国防科

技创新对战斗力增长的贡献率？ 习主席

反复叮嘱：“军队一切创新都要用是否增

强了我军现实战斗力这个标准来检验，
不能搞那些华而不实、 中看不中用甚至

哗众取宠的东西。 ”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３日，全军装备工作会议

在北京召开。 习主席深刻指出：“必须把

装备建设放在国际战略格局和国家安全

形势深刻变化的大背景下来认 识 和 筹

划，放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进程

中来认识和筹划， 放在国防和军队现代

化建设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来抓。 ”
大挑战，大洞察，大情怀。
时间回溯到１９７０年４月２４日，中国第

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成功飞向

太空。陕北黄土地上，一位１７岁的青年仰

望星空。“我当时在延川县梁家河村当知

青，听到了发射成功的消息，非常激动！”
多年以后， 习主席站在东方红一号的历

史图片前，不禁回味当年情景。
４６年之后，２０１６年４月２４日， 国家首

个航天日。 已过不惑之年的东方红一号

仍在浩瀚星空遨游。与之伴生的“两弹一

星”精神穿越时空，历久弥新。 习主席作

出重要指示：设立“中国航天日”，就是要

铭记历史、传承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强大力量。
号角已经吹响，主攻已经开始，力量

正在汇聚。
基础科学不断突破，令人目不暇接；

技术成果不断涌现，让世人为之惊叹。党
的十八大以来， 军内外科技界交出了一

份极不平凡的成绩单。
人们犹记得，“９·３” 胜利日大阅兵，

集中向世界展示了装备体系建设的新成

就。 有外媒称，此次阅兵是“中国展示最

先进国防科技的一次盛会”。
人们又看到， 短短两年后的庆祝建

军９０周年阅兵， 受阅部队近一半装备是

首次亮相。 人民军队现代化建设成果让

国人倍感振奋，科技兴军正振羽高翔！

大融合，大推力
一个时代号角的吹响
“要把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和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有机结合起来， 加快建立军

民融合创新体系……”
２０１７年６月２０日，习主席主持召开中

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第一次 全 体 会

议。 世界再一次听到习主席关于加快建

立军民融合创新体系的深刻洞见。
一切早有端倪， 显示着清晰的战略

布局和推进逻辑。
党的十八大以来，连续５年，在全国人

大解放军代表团全体会议上，习主席都谈

及“军民融合”这一话题。２０１７年３月１２日，
习主席专门就“加快建立军民融合创新体

系，为我军建设提供强大科技支撑”作了

突出强调，吹响了科技兴军的时代号角。
“我们完全有条件把科技领域军民

融合搞得更好一些、更快一些。 ”习主席

审度时宜指出：我们要顺势而为、乘势而

上，开展军民协同创新，推动军民科技基

础要素融合， 加快建立军民融合创新体

系，奋力开拓强军事业发展新境界。
思深方益远，谋定而后动。
这是崭新的起点———
“规划科学是最大的效益，规划失误

是最大的浪费 ， 规划折腾是最 大 的 忌

讳。”习主席亲自推动顶层设计和战略筹

划， 要求科技兴军必须在国家战略布局

中统筹谋划，加强同国家战略规划对接。
２０１６年颁布的 《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纲要》里，专门设置了“深化军民融合，促
进创新互动”这一章节，为国防科技创新

发展提供了遵循。
这是融合的重点———
“我们最早提军民结合，就是针对军

工领域的。 ”在不同场合，习主席反复强

调，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领域是军民融合

发展的重点，也是衡量军民融合发展水平

的重要标志。要求主动发现、培育、运用可

服务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前沿尖端技术，
捕捉军事能力发展的潜在增长点。

这是推进的着力点———
“如果把科技创新比作我国发展的新

引擎，那么改革就是点燃这个新引擎必不

可少的点火系。 ”面对科技创新领域融不

起来、深不下去等顽疾，习主席给出破解

之道：要向改革要出路，以机制和政策制

度改革为抓手，坚决拆壁垒、破坚冰、去门

槛，破除制度藩篱和利益羁绊，构建系统

完备的科技军民融合政策制度体系。
擘画新蓝图，实现新跨越。
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１９日， 习主席专程参观

第二届军民融合发展高技术成果展。 北

斗导航卫星、水下机器人、军民通用计算

机和射频集成电路、整体精密铸造技术、
碳纤维及其复合材料核心技术……看到

很多具有重大军事潜力的高新技术，习

主席感到非常高兴， 强调要继续把军民

融合发展这篇大文章做实。
大融合，大文章，大推力。
２０１７年４月，全军武器装备采购信息

网上 ， 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公 开 发 布

２０１７年共用技术和领域基金指南， 引发

强烈关注。６０亿元订单、１０００余条项目指

南、２０００余个机会……降低门槛、开放竞

争的力度之大前所未有。
千川汇海阔，风好正扬帆。党的十八

大以来， 科技创新领域军民融合正在向

深度广度进发———
北京，中关村。去年这里增设了一个

新 的 职 能 机 构———军 民 融 合 创 新 工 作

处，负责军地科技资源共享事宜。 目前，
高新技术正在这里奏响深度融合的 “时
代乐章”。

绵阳，科技城。依托军民融合这条大

道，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空气动力

等高新技术产业飞速发展，硕果累累，一
批军民两用技术建功经济建设和国防建

设两个战场。
环顾全国，在天津、广州、长沙，国家

三大超算中心正在崛起， 堪称科技创新

领域军民融合典范的国产磁浮列车也在

飞速驶来……

大集聚，大活力
一个人才方阵的塑造
２０１７年７月２８日，八一大楼气氛庄重

热烈。 习主席亲自向“八一勋章”获得者

颁授奖章和证书，马伟明、程开甲等我国

国防科技领域的专家被授予军队最高荣

誉。这一幕，令广大国防科技工作者倍感

振奋、深受鼓舞。
领袖心中，人才最重。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２５日， 歼－１５舰载机研

制现场总指挥罗阳在执行任务时突发疾

病逝世。习主席作出重要指示，致以沉痛

哀悼，并称“他的英年早逝是党和国家的

一个重大损失”。
千秋基业，人才为先。
要想打赢明天的战争， 须首先打赢

今天人才的战争。对此，习主席说：“我是

很着急的！ ”
领袖之忧之虑，连着强军战略，源自

深切思考。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才问题始

终萦绕在习主席的脑海中， 成为军队统

帅念兹在兹的话题———
“随着我军武器装备和新型作战力量

快速发展，人才匮乏问题将越来越突出。 ”
“科学技术对战争形态和作战方式

影响日益深刻， 没有较高的科技素养和

军事技能，连武器装备也操作不了，更别

说能打仗、打胜仗了。 ”
２０１６年３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

议解放军代表团全体会议上， 习主席再

次强调：加紧集聚大批高端人才，是推动

我军改革创新的当务之急。
人才！ 人才！
“创新驱动实质上是人才驱动”“要

加强科技人才队伍建设” ……从一次次

会议到一次次座谈， 习主席纵论人才建

设， 沉稳有力的声音回响在全国全军科

技工作者的耳畔。
“大力吸引、培养、保留、使用好各类人

才”“最大限度吸引和集聚优秀人才”……
从中南海到座座军营，习主席视察部队，
一次次传递着对高素质创新型军事人才

的期盼。
领袖之盼，连着强军进程。习主席的

殷切期望和重托， 倾注在每一次与科技

专家的交流中， 映照在每一次看望一线

科研人员的目光里。
拳拳之心、殷殷嘱托的背后，是军队

统帅对人才建设科学清晰的战略筹划。
以全局视野进行顶层设计， 推进人

才集聚———
“选天下之豪杰，致天下之精材，来

天下之良工，则有战胜之器矣。 ”习主席

站在全球人才竞争的高度，深刻指出，推
动科技兴军，必须聚天下英才而用之。要
围绕重要学科领域和创新方向， 以更加

开放的视野引进和集聚人才， 造就一批

世界水平的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工程

师和高水平创新团队， 努力培养造就宏

大的高素质创新型军事人才队伍。
以实践创新为抓手激活创新能量，

推进素质养成———
科技创新就像金字塔， 基础的厚度

决定着塔尖的高度。 增强军队建设科技

含量，必须提高官兵科技素养。 “各级领

导干部既要有政治头脑、军事头脑，也要

有科技头脑。”习主席要求把提高官兵科

技素养作为一项基础性工作来抓， 在全

军大力传播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使
学习科技、运用科技在全军蔚然成风。

大集聚，大培塑，大活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驾驭全局，

大视野运筹，大手笔推动，人才建设呈现

新格局，人才队伍加速崛起，人才活力竞

相迸发。
“决胜于未战，决胜于人才”。新一轮

科技创新号角声声、鼙鼓阵阵，未来等着

我们去创造。
回望昨天， 一路风雨兼程。 未来征

途，还须夙兴夜寐。 我们相信，快速崛起

的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方阵， 必将助力

人民军队早日实现科技兴军的 宏 伟 愿

景， 在迈向世界一流军队的征程上奋进

勃发！ 新华社记者 王经国 梅常伟
解放军报记者 柳 刚 王通化

（据新华社北京９月１４日电）

7 月 30 日， 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0 周年阅兵在位于内蒙古的朱日和训练基地举行。 图为海军陆战队方队。 新华社记者 王建华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