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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主持座谈会，首先指出我国互联网
事业快速发展，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扎实推
进，取得显著进步和成绩，同时也存在不少短板
和问题。召开这次座谈会，就是要当面听取大
家意见和建议，共同探讨一些措施和办法，以利
于我们把工作做得更好。

当天，多名来自学术界和业界的重量级人
士纷纷发言，包括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电子科
技集团公司总工程师吴曼青、阿里巴巴集团董

事局主席马云、解放军驻京某研究所研究员杨
林、北京大学新媒体研究院院长谢新洲、华为技
术有限公司总裁任正非、复旦大学网络空间治
理研究中心副主任沈逸等。

他们的发言主要围绕实现信息化发展新跨
越、加快构建信息领域核心技术体系、互联网企业
的国家责任、实现网信军民融合技术体系、发挥新
媒体在凝聚共识中的作用、突破信息产业发展和
网络安全保障基础理论和核心技术、加强网络信

息安全技术能力建设顶层设计等问题而展开。
习近平听完发言后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指

出，我国有 7亿网民，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数字，
也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他强调，网信事业要
发展，必须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适
应人民的期待和需求，加快信息化服务普及，降
低应用成本，为老百姓提供用得上、用得起、用
得好的信息服务，让亿万人民在共享互联网发
展成果上有更多获得感。

让互联网更好造福国家和人民
习近平主持召开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

我国有7亿网民，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对广大网民，要多一些包容和耐心
对网上善意的批评，要欢迎并认真研究吸取

“我国有 7 亿网民，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数字，也是一
个了不起的成就。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新常态要
有新动力，互联网在这方面可以大有作为。”

19日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在京主
持召开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
话。他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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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
小组副组长李克强、刘云山出席座谈会。

习近平指出，要建设网络良好生态，发挥网
络引导舆论、反映民意的作用。实现“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需要全社会方方面面同心干，需要
全国各族人民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网民
来自老百姓，老百姓上了网，民意也就上了网。
群众在哪儿，领导干部就要到哪儿去。各级党
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学会通过网络走群众路

线，经常上网看看，了解群众所思所愿，收集好想
法好建议，积极回应网民关切、解疑释惑。

习近平指出，对广大网民，要多一些包容和
耐心，对建设性意见要及时吸纳，对困难要及时
帮助，对不了解情况的要及时宣介，对模糊认识
要及时廓清，对怨气怨言要及时化解，对错误看
法要及时引导和纠正，让互联网成为了解群众、

贴近群众、为群众排忧解难的新途径，成为发扬
人民民主、接受人民监督的新渠道。

习近平指出，对网上那些出于善意的批
评，对互联网监督，不论是对党和政府工作提
的还是对领导干部个人提的，不论是和风细雨
的还是忠言逆耳的，我们不仅要欢迎，而且要
认真研究和吸取。

习近平强调，网络空间是亿万民众共同的
精神家园。网络空间天朗气清、生态良好，符合
人民利益。网络空间乌烟瘴气、生态恶化，不符
合人民利益。

我们要本着对社会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
度，依法加强网络空间治理，加强网络内容建
设，做强网上正面宣传，培育积极健康、向上向
善的网络文化，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人类

优秀文明成果滋养人心、滋养社会，做到正能量
充沛、主旋律高昂，为广大网民特别是青少年营
造一个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

习近平指出，要尽快在核心技术上取得突
破。要有决心、恒心、重心，树立顽强拼搏、刻
苦攻关的志气，坚定不移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抓住基础技术、通用技术、非对称技术、前
沿技术、颠覆性技术，把更多人力物力财力投
向核心技术研发，集合精锐力量，作出战略性
安排。

我国网信领域广大企业家、专家学者、科
技人员要树立这个雄心壮志。要在科研投入

上集中力量办大事、积极推动核心技术成果转
化，推动强强联合、协同攻关，探索组建产学研
用联盟。可以探索搞揭榜挂帅，把需要的关键
核心技术项目张出榜来，英雄不论出处，谁有
本事谁就揭榜。新技术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成
果，只要有利于提高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有
利于改善人民生活，我们都不拒绝。核心技术
的根源问题是基础研究问题，基础研究搞不
好，应用技术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习近平强调，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是相辅相
成的。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
障，安全和发展要同步推进。要树立正确的网
络安全观，加快构建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
障体系，全天候全方位感知网络安全态势，增
强网络安全防御能力和威慑能力。网络安全
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维护网络安全是全
社会共同责任，需要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广
大网民共同参与，共筑网络安全防线。

习近平指出，我国互联网企业由小到大、由
弱变强，在稳增长、促就业、惠民生等方面发挥
了重要作用。企业搞大了、搞好了、搞到世界上
去了，为国家和人民作出更大贡献了，是国家的
光荣。应该鼓励和支持企业成为研发主体、创
新主体、产业主体，鼓励和支持企业布局前沿技
术，推动核心技术自主创新，创造和把握更多机
会，参与国际竞争，拓展海外发展空间。政府要
为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减轻企业负担，破除

体制机制障碍。要加快网络立法进程，完善依
法监管措施，化解网络风险。中国开放的大门
不能关上，也不会关上。外国互联网企业，只要
遵守我国法律法规，我们都欢迎。

习近平强调，要聚天下英才而用之，为网
信事业发展提供有力人才支撑。网络空间的
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竞争。引进人才力度
要进一步加大，人才体制机制改革步子要进
一步迈开。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从心底里尊重

知识、尊重人才，为人才发挥聪明才智创造良
好条件。要不拘一格降人才，解放思想，慧眼
识才，爱才惜才。对待特殊人才要有特殊政
策，不要求全责备，不要论资排辈，不要都用
一把尺子衡量。要建立灵活的人才激励机
制，让作出贡献的人才有成就感、获得感。要
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体系。不管
是哪个国家、哪个地区的，只要是优秀人才，
都可以为我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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