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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朝着建成科技强国
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文章指出，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作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

新培育新动能。必须充分认识科技的战略先导地位和根本支撑作用，锚定2035年

建成科技强国的战略目标，加强顶层设计和统筹谋划，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

强。我们要建成的科技强国，必须具备以下基本要素：一是拥有强大的基础研究和

原始创新能力，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二是拥有强大的关键核心

技术攻关能力，有力支撑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三是拥有强大的国际影响力和

引领力，成为世界重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四是拥有强大的高水平科技人才培养

和集聚能力，不断壮大国际顶尖科技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五是拥有强大

的科技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形成世界一流的创新生态和科研环境。

文章指出，要以“十年磨一剑”的坚定决心和顽强意志，只争朝夕、埋头苦干，

一步一个脚印把建成科技强国的战略目标变为现实。第一，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

优势，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集中统一领导的体制，

充分发挥市场在科技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各方面作用，加强国

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提高基础研究组织化程度。第二，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

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融合的基础是增加高质量科技供给，融合的

关键是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融合的途径是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应用。第三，

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充分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深化科技管理体制改革，统

筹各类创新平台建设，加强创新资源统筹和力量组织。完善区域科技创新布局，改

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快健全符合科研活动规律的分类评价体系和考核机制，完善科

技奖励、收入分配、成果赋权等激励制度。第四，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事业发展，

构筑人才竞争优势。深化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

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坚持以科技创新需求为牵引，把加

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作为重中之重，突出加强青年科技人才培养。第五，深入

践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动科技开放合作。深入践行国际科技合作倡议，

积极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粮食安全、能源安全等全球性挑战，

让科技更好造福人类。

来源：求是网【全文】

http://www.qstheory.cn/20250330/f377de1042cc451bb9840b495d33c731/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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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

文件中涉及教育和科研相关内容如下：

促进工资性收入合理增长。结合形势变化加大就业支持力度，促进重点群体就

业。聚焦重点领域、重点群体开展专项技能培训行动，健全多元化投入机制，做好

职业技能等级评价工作。强化教育支撑。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的教育资源供给。

2025年提高部分学生资助补助标准，扩大政策覆盖面，延续实施国家助学贷款免

息及本金延期偿还政策。推动高等学校学科专业设置紧密对接创新链、产业链，提

高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适配程度。

稳步推进服务业扩大开放。扩大电信、医疗、教育等领域开放试点。支持新型

消费加快发展。深入实施数字消费提升行动，大力培育品质电商。开展“人工智能

+”行动，促进“人工智能+消费”，加速推动自动驾驶、智能穿戴、超高清视频、

脑机接口、机器人、增材制造等新技术新产品开发与应用推广，开辟高成长性消费

新赛道。强化投资对消费的支撑作用。中央预算内投资等加力支持教育医疗、技能

培训、养老托育、文旅体育等领域项目建设，补齐公共服务短板。

来源：中国政府网【全文】

教育部2025年部门预算公布

预算文件显示， 2025年度收支总预算 68,815,252.16万元，支出预算

52,393,462.11万元。教育支出 (类)普通教育 (款 )高等教育，2025年预算数为

11,431,365.46万元，比2024年财政拨款执行数减少56,538.73万元。主要原因是

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的基本建设支出减少。

科学技术支出(类)基础研究(款)机构运行，2025年预算数为53,321.74万元，比

2024年财政拨款执行数增加385.15万元。主要原因是科研机构运行支出增加。科

学技术支出(类)基础研究(款)实验室及相关设施，2025年预算数为192,670万元，

比2024年财政拨款执行数增加2,874万元。主要原因是全国重点实验室相关支出增

加。科学技术支出(类)基础研究(款)科技人才队伍建设，2025年预算数为5,300万

元， 比2024年财政拨款执行数增加3,100万元。主要原因是科技人才队伍建设相

关支出增加。

来源：教育部【全文】

https://www.gov.cn/gongbao/2025/issue_11946/202503/content_7015860.html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5/s7499/202503/t20250326_118479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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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信部发布《关于做好2025年信息通信业安全生产和网络运行
安全工作的通知》

通知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进一步树

牢安全发展理念，着力提升行业本质安全水平，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明

确了加强思想政治引领、抓好通信建设安全生产制度落实、强化信息通信网络运行

安全管理、进一步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事故隐患排查治理、突出重点

领域安全管理、提高应急处置能力等七项主要任务。

此外，在保障措施中提出各企业要将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工作列入年度工作计划，

加强新技术、新设备、新业务培训，提升关键岗位人员安全技能。要推进安全生产

教育培训全覆盖，将外包人员纳入统一安全管理。基础电信企业要持续推进网络运

行安全知识图谱构建，系统开展核心网、云资源、承载网、传送网、供电、暖通等

专业技术宣贯，全方位提升运维人员专业能力等。

来源：工信部【全文】

工信部印发《通信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规定》的通知

《管理规定》总则中指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公用电信网新建、改建、

扩建、拆除及其配套设施建设和拆除等活动，以及实施对通信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的

监督管理，须遵守本规定。涉及通信机房、钢塔桅等专业的建设和拆除活动，以及

对此类工程安全生产的监督管理，遵守相关专业规定。

《管理规定》强调通信建设领域要从源头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相关企业要

建立完善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鼓励有条件的单位通过

信息化、数字化和智能化技术提升安全生产管理和监管能力。

《管理规定》细化了通信建设相关单位安全生产费用、关键人员管理、动火作

业审批、危险作业场景的安全管理等具体规定。要求通信建设工程安全生产工作实

行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强化和落实单

位主体责任与政府监管责任，建立单位负责、职工参与、政府监管、行业自律和社

会监督的机制。

来源：工信部【全文】【解读】

https://www.miit.gov.cn/zwgk/zcwj/wjfb/tz/art/2025/art_7c2bbce8116a48aab7bc2bda327d1be3.html
https://www.miit.gov.cn/zwgk/zcwj/wjfb/tz/art/2025/art_d82b89d4cfc74ac09b43a7c34fd5ba8e.html
https://www.miit.gov.cn/jgsj/txs/gzdt/art/2025/art_f724c836bb43477f8c74ce4b3481ec7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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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开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修正草案再次征
求意见稿）》意见的通知

近日，国家网信办就《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修正草案再次征求意见

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对以下方面

进行了调整：一是关于网络运行安全的法律责任。增加了对网络运营者和关键信息

基础设施运营者不履行网络安全保护义务的处罚力度；新增了销售或提供未经安全

认证、安全检测的网络关键设备和网络安全专用产品的法律责任；明确了关键信息

基础设施运营者使用未经安全审查的网络产品或服务的处罚措施。二关于网络信息

安全的法律责任。强化了对违法情形的处置处罚。三关于个人信息和重要数据安全

的法律责任。明确转致适用《数据安全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四

是关于从轻、减轻或者不予行政处罚的情形专门新增一条衔接规定。

来源：中央网信办【全文】安全内参【解读】【趋势】

《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测评要求》公安行标正式发布

2024年12月26日，公安部技术监督委员会批准发布了公安部网络安全保卫局

组织起草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测评要求》(GA/T 2182-2024)行业标准，自

2025年5月1日起实施。标准分为9个章节、4个附录，规定了针对关键信息基础设

施开展安全测评的要求和方法，适用于规范关基运营者及网络安全服务机构开展关

基安全测评工作。

来源：公安部网络安全等级保护中心【全文】

北京AI公共算力平台生态网络启动

在中关村论坛年会人工智能主题日——未来人工智能先锋论坛上，海淀区会同

北京市发改委，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联合京能集团、呼和浩特和林格尔新

区等多个算力资源主体，启动建设“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平台生态网络”，旨在

实现算力资源池的统一调度，促进跨域算力资源柔性互通，有效提升算力资源利用

率。截至目前，该平台已有多家算力供应主体入驻，汇聚了京津冀、内蒙古、新疆、

宁夏等区域超8万P绿色算力。据悉，平台打造了独特的“算力超市+撮合交易+算

力券+模型服务”模式，提供30多种不同算力配置供用户选择，可以为科技企业、

高校院所和创业者用户提供全自助服务。

来源：新华网【全文】

https://www.cac.gov.cn/2025-03/28/c_1744779434867328.htm
https://www.secrss.com/articles/77369
https://www.secrss.com/articles/77206
https://mp.weixin.qq.com/s/cfVXba0cu583OFkcbZoj0Q
https://www.news.cn/tech/20250331/6822c3347f3f4dcd8e6332197a872841/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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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力向新：三大运营商2024年报透露什么？

2024年，三大运营商营业收入合计为1.96万亿元，同比增长3.4%；归母净利

润合计为1920亿元，同比增长6.1%。与2023年同期相比，营收增长放缓较明显，

盈利能力也略降低，通过精细化管理，归母净利润仍保持较快增长。基础通信业务

仍是运营商最主要的收入来源，但占比持续降低；第二曲线业务营收占比进一步提

升，增速有所下降，三大运营商需寻找新增长动力。固网宽带业务整体表现较优。

主要归因于千兆宽带加速渗透，以及FTTR增值业务与万兆宽带试点的持续推进。

在云方面，天翼云持续领跑，而移动云正在缩小与领先者的差距。中国电信智

能算力资源达到35EFLOPS；建设智算互联网络。中国联通智算规模超过

17EFLOPS，建成算力智联网AINet。中国移动智算规模达29.2EFLOPS，构建全国

性算力网络。三大运营商在AI能力布局和AI应用创新两个方面逐渐发展成势。

国际业务所占比重不高，但经过多年发展已成为其快速增长的一极。2024年，

中国电信国际业务收入为169亿元，同比增长15.4%；中国联通达125亿元，同比

提升15.2%；中国移动达到228亿元，同比增长10.2%。三大运营商国际业务均实

现了两位数增长，且跑赢基础通信业务和第二曲线业务。

在新发展周期，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成为运营商重要目标，

全力稳增长、全力提升盈利能力，加力智能化、数字化业务成为三大运营商2025

年发展的关键KPI。稳扎稳打基础通信业务，奋楫创新第二曲线，积极擘画第三曲

线，努力实现经营业绩的稳步增长，科技服务能力的持续提升。

来源：通信产业网【全文】中国工信新闻网【全文】

运营商如何助力“专项债”市场高质量发展

国家逐步加大专项债发行规模，2025年拟安排4.4万亿元，较上年增加约5000

亿，资金使用范围从10余个领域扩大至22个，新增战略新兴产业。专项债具有

“专款专用”特征，为运营商在新基建领域带来巨大商机。据估计，2024年专项

债有超1500亿用于信息化项目。运营商在专项债市场的主要发力点包括紧跟政策

方向、创新融资与合作模式、专业服务与技术升级以及做好风险管理与合规运营。

随着“十四五”规划进入收官年，专项债将进一步向数字经济基座领域倾斜，运营

商可借此推动算力网络等前沿领域布局，实现向“数字生态运营商”的转型。

来源：C114【全文】

https://mp.weixin.qq.com/s/NUBahIha3z4TfNEiz4e0bA
https://www.cnii.com.cn/rmydb/202503/t20250327_647335.html
https://www.c114.com.cn/news/16/a128656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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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强国建设三年行动计划综合改革试点部署推进会召开

3月27日，中央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秘书组、教育部党组在京召开教育强国建

设三年行动计划综合改革试点部署推进会，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落实全国教育大会部署，围绕深入实施《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

年）》和三年行动计划，深化教育综合改革，部署启动三年行动计划综合改革试点。

会议强调，要构建一体统筹和良性互动机制，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

用。启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职业教育“新双高”建设等试点，搭建有组织

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新平台，健全学科专业动态调整机制，构建中国哲

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探索大规模培养高技能人才的长效机制，畅通教育科技

人才良性循环。要优化布局结构和要素供给机制，提高政策效能，提升教育公共服

务质量和水平。启动市县结合管理体制、县中振兴等试点，完善适应人口变化的基

础教育资源调配机制，探索职普融通有效途径，加强综合高中建设，深化国家智慧

教育平台应用，创新“教联体”等校家社协同育人机制平台建设，不断扩大优质教

育资源覆盖面。要构建教育国际战略合作体系，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教

育中心。将加强国际交流合作与各领域深化改革有机结合，探索加强教育合作新型

平台建设，完善产教融合、校企同行的开放合作机制等。

来源：教育部【全文】

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2025年部署会召开

会议以“人工智能与教育变革”为主题，围绕落实《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

（2024—2035年）》、高质量实施三年行动计划，推动国家智慧教育平台建设再

上新台阶进行了系统部署。

怀进鹏强调要强化内容建设和育人导向，完善“建”与“用”的良性互动机制，

更好发挥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支撑和服务作用：一是构建高质量国家资源中心，打造

国家公共教育资源服务平台。二是构建国家教育服务中心，打造国家公共教育服务

平台。三是构建人人可学的终身学习中心，打造国家终身教育平台。并强调，要坚

持智能向善，更好拥抱和善加利用人工智能。各级教育部门要强化数据安全、人工

智能算法安全保障，各级各类学校要引导师生正确使用智能工具，高校要围绕人工

智能加快学科和专业布局，加强人才培养和相关研究，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来源：教育部【全文】

http://www.moe.gov.cn/jyb_zzjg/huodong/202503/t20250327_1185079.html
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moe_1485/202503/t20250328_118522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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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信部，公布2025预算！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2025年度部门预算。据预算显示，收入总计

12,058,142.78万元，其中本年收入合计7,986,282.68万元，使用非财政拨款结余

740,714.22万元，上年结转3,331,145.88万元。支出总计12,058,142.78万元，其

中本年支出合计8,814,387.58万元，结转下年(非财政拨款)3,243,755.20万元。

据项目绩效目标表显示，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年度资金总额为59,565.07

万元；中央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和特色发展引导专项资金年度资金总额为

175,680.51万元；中央高校教育教学改革专项资金年度资金总额为21,600.16万元；

中央高校改善基本办学条件专项资金年度资金总额为88,678.46万元；中央高校捐

赠配比专项资金年度资金总额为12,769.00万元；中央高校管理改革等绩效拨款年

度资金总额为13,470.67万元。

来源：中国教育在线【全文】

财政部：2024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教育支出42076亿元

报告指出，2024年，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稳步推进。2024年，全年一般公共

预算教育支出42076亿元，增长2%。一是确保教育投入稳定增长。坚持把教育作

为国家战略性投入予以优先保障和重点投入，2024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教育

支出42076亿元，其中中央本级教育支出1661亿元、同比增长5.7%，带动地方不

断加大投入力度。二是巩固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三是优化区域基础教

育资源配置。四是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出台基于专业大类的职业教育差异化

生均拨款制度。完成首轮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绩效评价工作。

支持地方提高职业院校生均拨款水平，改善办学条件，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加强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五是支持高等教育加快发展。加快建设中

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优势学科，完成首轮“双一流”建设整改学科再评价。

推进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深化工程硕博士培养改革，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支持

启动基础学科和交叉学科突破计划，推动完善高校学生宿舍建设支持政策等。支持

各地改革完善地方高校预算拨款制度。

来源：中国教育在线【全文】

https://www.eol.cn/news/yaowen/202504/t20250407_2662349.shtml
https://www.eol.cn/news/yaowen/202503/t20250324_266023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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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质扩容！26所“新大学”，来了！

近日，教育部网站集中发布多份同意设置、转设或更名本科高校的批复函件，

共涉及26所新大学。其中包括新设本科院校20所(职业本科院校9所)、独立学院转

设高校4所、学校更名2所。函件所涉26所高校分别隶属于16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遍布东、中、西部和东北四大区域。学校类型既有公办，也有民办，既有

普通大学，也有职业学校，还有新型研究性大学福建福耀科技大学。

近年来，每年都会有大批新设的高校。随着教育强国战略的持续深入推进及高

等教育战略布局的变化，这些新增高校，呈现出了一些显著的特点。一、数量格局

变化，向人口大省和弱势地区倾斜，河南晋升为高校数量第一省；二、战略导向，

重点向理工农医类倾斜；三、需求牵引，加快建设“属地特色”高校。

来源：中国教育在线【全文】【全文】

怀进鹏：深入学习贯彻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

文章表示，2024年9月，党中央召开全国教育大会，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

话，10月，印发《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教育系统将深刻

学习领悟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不移抓好贯彻落实，统筹推进教育科

技人才一体改革。准确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和战略属性“三大属性”，

教育强国应具备的思政引领力、人才竞争力、科技支撑力、民生保障力、社会协同

力和国际影响力“六大特质”，教育强国必须全面构建的“八大体系”，教育强国

要正确处理的“五个重大关系”，教育强国的“五项重大任务”。在“以钉钉子精

神推动教育强国建设重大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方面提到，要以科技发展、国家战略

需求为牵引，着眼提高创新能力，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完善学科设置机制和人才培

养模式，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一要加快推动基础学科和交叉学科突

破；二要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三要分类推进高校发展，按照研究型、应

用型、技能型等基本功能，明确各类高校发展定位，建立分类管理、分类评价机制，

引导高校在不同领域不同赛道发挥优势、办出特色；四要加快推进高校区域技术转

移转化中心和高等研究院建设，重塑国家大学科技园体系；五要构建职普融通、产

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

来源：教育部【全文】

https://www.eol.cn/news/guancha/202503/t20250330_2661176.shtml
https://www.eol.cn/news/guancha/202504/t20250407_2662298.shtml
http://www.moe.gov.cn/jyb_xwfb/moe_176/202503/t20250329_118533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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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则致远 CERNET筑牢学术资源访问高速路

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CERNET经过三十年发展，已构建通达全球的高速网

络通路，汇聚了国际和国内学术资源，形成全类型、立体化的学术资源服务体系。

CERNET通过与国际学术网络直连、动态调度最优路由、本地化部署资源镜像等措

施，保障高校师生享受低延迟、高稳定的网络服务。同时，CERNET在全国核心节

点部署专用设备，实现实时诊断与优化，并加强了服务可视化界面构建，通过学术

资源性能感知平台和“10ms教科网特色资源平台”，直观呈现资源访问质量和使

用趋势，为学术资源访问提供专属保障。CERNET期待更多高校加入，共同铸就学

术通衢，为教育数字化深度发展赋能。

来源：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全文】

首项数字化转型领域参考架构国家标准正式发布

《数字化转型管理 参考架构》（GB/T45341—2025）是新制定的国家标准，

共含6章、3个附录。主要内容包括数字化转型的总体框架、主要视角、过程方法、

发展阶段与水平档次等，适用于各类组织开展数字化转型顶层设计、应用新型企业

架构、提供系统性解决方案以及开展相关服务。该标准的发布实施是落实国家数字

化战略的有力举措，对规范和加强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重要作用。

来源：国家标准全文公开系统【全文】

2025中关村论坛千校万企协同创新大会举行，

发布成果与需求700余项

3月30日，以“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合作、促进高校科技成果落地转化”为

主题的2025中关村论坛千校万企协同创新大会在京成功举办。活动现场发布了400

余项校企合作成果、300余项行业企业需求和应用场景，并揭牌成立了一批由校企

合作共建的产学研联合实验室，有力促进了企业主导的产学研合作和科技成果转移

转化。会中，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会常务副会长、教育部科学技术与信息化司原司

长雷朝滋发表题为“加强企业主导的校企协同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

展”的主旨报告。报告中强调，推动有组织科研，需要高校根据国家发展需求组织

团队开展攻关，要坚定树立服务企业就是服务国家战略的理念，坚持科研项目、团

队、平台一体化部署，以有组织科研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来源：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全文】

https://www.edu.cn/xxh/yc/202504/t20250403_2662005.shtml
https://openstd.samr.gov.cn/bzgk/gb/newGbInfo?hcno=24369200310D91C4C7EF84897C9CBC75
https://www.edu.cn/ke_yan_yu_fa_zhan/gao_xiao_cheng_guo/gao_xiao_zi_xun/202503/t20250331_266130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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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sc：新的安全运营中心将保护英国的教育与科研

Jisc推出安全运营中心（SOC），为大学、学院和研究中心提供24/7的保护、

威胁检测和快速事件响应服务，旨在保护英国的高等教育和研究机构免受网络安全

威胁。据Jisc年度网络安全态势调查显示，2024年，其成员教育机构遭遇了数百起

网络安全事件，其中包括11起严重影响日常运营的重大事件，整体损失估计约为

200万英镑。作为英国NREN，Jisc通过其高速数字基础设施Janet Network支持

研究和教育机构，而SOC将进一步加强这一网络的安全性。

来源：Jisc【全文】

ESnet通过重新定义网络基础设施塑造科学发现的未来

当今时代，科学研究对数据的需求日益增长，快速、高效的数据传输和共享变

得至关重要。美国第6代能源科学网络 （ESnet6）提供了一个扩展的专用光纤骨

干网络，具备全新的网络自动化能力、增强的网络安全功能及实时遥测技术。它建

立了一个与欧洲相连的庞大网络，实现了1.5Tbps的惊人容量。其目标是提供支持

开创性研究并实现下一代科学突破的基础设施，使研究人员能够更有效地跨学科和

跨地域协作。文章在ESnet6加速科学工作流程、密切研究和教育社区等方面介绍

了相关案例。面向未来，ESnet从两个角度开展工作：一是专注于构建加速科学研

究的网络。二是通过应用研究与开发来推进网络本身。在推进人工智能或量子计算

等新技术应用的同时，也要持续改进高效构建和运营网络的方式。

来源：Edge【全文】

拥抱人工智能大学是否已做好准备？

美国《Inside Higher Education》杂志与Hanover公司联合发布的2024年高

校CIO年度调查显示，尽管高等教育界对人工智能（AI）的潜力表示兴奋，但大多

数高校并未做好应对AI崛起的准备。仅9%高校CIO认为其所在大学已为AI的广泛

应用做好准备。近半数CIO认为所在大学更重视个人层面的AI应用，如创建聊天机

器人和虚拟助理等。此外AI应用还包括增强网络安全、学生成绩和趋势预测分析等。

多数CIO担心AI对学术诚信的风险，且各大学在AI相关政策制定、人才资源方面存

在不足，在防范网络攻击等方面也面临挑战。

来源：Inside Higher Ed【全文】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全文】

https://www.jisc.ac.uk/news/all/new-security-operations-centre-to-protect-uk-education-and-research
https://njedge.net/blog/shaping-the-future-of-scientific-discovery-by-redefining-network-infrastructure/
https://www.insidehighered.com/reports/2024/10/14/2024-survey-campus-chief-technologyinformation-officers
https://www.edu.cn/xxh/xy/xytp/202503/t20250327_266086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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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报告分享

Gartner发布2025年网络安全重要趋势

重要趋势包含：GenAI推动数据安全计划、机器身份管理重要性凸显、AI部署

更具策略性、网络安全技术需要优化、安全行为和文化计划的价值正在拓展、网络

安全职业倦怠问题需要解决。其中，在AI部署更具策略性方面具体提到：安全和风

险管理领导者肩负着明确的责任，需要确保第三方AI使用的安全、保护企业AI应用，

并通过AI提高网络安全。通过专注于更具策略性、明显有益的改进，他们可以最大

程度地降低网络安全计划的风险，并更容易展示进展。

来源：C114【全文】

• 信通院：中国参与国际通信海缆建设和保护相关情况报告（2025年）

• 艾瑞咨询：2024年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研究报告

• 高校数字化转型战略规划：事先张扬的激情与静悄悄的革命

• 亿欧智库：2024中国信创+AI趋势洞察

• 爱分析：AI大模型教育行业白皮书

Omdia观察：中国电信AI部署的优势与可复制性

在内部领域，中国电信正利用AI推进在各个领域的数字化转型，包括网络优化、

网络安全、销售和营销（内部流程）、客户体验管理（内部流程），例如整理用户

信息以提供定制化服务和营销策略。在外部领域，中国电信将生成式AI的能力与现

有的专网和云服务相结合，丰富了其企业数字服务组合。

Omdia认为对内部领域的AI应用进行投资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考虑到生成式

AI可以为网络运营、客户管理和客户服务带来的重要功能和好处。开发专有的大语

言模型并非强制性的；电信运营商也可以与第三方AI公司合作来实现内部AI部署。

在外部领域，电信运营商应该考虑目前在企业服务方面的业务规模，以确定是否提

供针对垂直行业的生成式AI产品，平衡投资和盈利。电信运营商还可以与AI公司合

作利用网络和连接开发B2B AI服务，从而打造融合云、网络和第三方AI资源的集

成解决方案。

来源：C114【全文】

https://www.c114.com.cn/security/4047/a1285170.html
https://www.caict.ac.cn/kxyj/qwfb/ztbg/202503/t20250324_661599.htm
https://report.iresearch.cn/report/202503/4702.shtml
https://www.edu.cn/info/xy/xytp/202503/t20250312_2658258.shtml
https://www.iyiou.com/research/202502211498
https://www.fxbaogao.com/detail/4763936
https://www.c114.com.cn/market/5366/a128369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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