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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学研用多方并举
助推网络安全产业步入快车道

论坛上，上海市委网信办总工程师杨海军提出了

上海在推进长三角网络安全一体化建设过程中的探索

与思考。长三角网络安全一体化建设应做好六个方

面，即一是打造一项“新机制”，推动建立长三角区域网

络安全态势感知、预警处置联动机制；二是建设长三角

区域网络安全基础数据库；三是联合制定网络和数据

安全地方性标准；四是筑牢一张“数据网”，实现长三角

跨省域数据安全共享共用；五是绘制一幅“产业圈”，打

造一批高水平安全服务业集聚区和创新平台；六是培养

一批“智囊团”，开展长三角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体系

相关研究。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安全研究所副所长孟楠从产

业与政策角度出发，全面解读了网络安全产业的发展

态势。她表示，强大的网络安全产业是维护总体国家

安全、护航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石。当前，5G、云计算、人

工智能、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加速数字化场景发

展的同时，也使得网络安全攻防环境快速变迁，网络安

全新需求的不断涌现驱动网络安全产业更新升级。在

“十四五”发展期，新型融合性网络安全保障体系、关键

信息基础设施网络安全、数据安全风险管控和网络安全

产业发展方面有望迎来新的政策加持。

由教育部指导，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多家产学研

用单位倾力编撰的《网络

安全人才实战能力白皮

书》在现场首发。中国科

大网络空间安全学院执

行院长俞能海就教育技

术产业融合、网络空间安

全人才培养以及中国科大高新校区网安建设思路发表

演讲。他表示，教育技术产业融合发展应以合肥高新

区为主体，探索基础人才培养校企联合培养机制，打造

网络空间安全教学教研平台，聚焦产教融合，构建“矩

阵式”人才培养体系，引领技术创新，打造产业地标，共

建“中国安全谷”。

全方位多层面合作
推动网络安全一体化协同发展

长期以来，长三角地区承担着我国科技创新和产

业创新“开路先锋”的重任，并在数字化实践中积累了

大量数据安全治理方面的实践经验。在长三角网络安

全圆桌论坛上，来自企业、高校的多位重磅嘉宾，就长

三角网络安全如何协调发展、教育技术产业如何融合

发展两项话题，展开了热烈的交流与探讨。

高校科技创新的关键在于顶尖的科研能力与高水

平人才。上海交通大学网络安全研究院院长李建华、

东南大学网络空间安全学院院长程光、安徽大学互联

网学院院长梁栋分别从高校实际情况出发，表示将充

分发挥高等学府人才资源优势，紧贴经济社会发展需

求，通过建立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更好地服务网络安

全产业发展。

产业融合是一种新技术和新场景的融合，更是政

产学研用的融合。新华三信息安全技术有限公司首席

技术官王其勇，绿盟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宫

智，北京安博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曾辉，中国通信

服务股份有限公司研究总院院长吴一洲，则立足行业

发展发表观点，并表示未来将打破高校与企业间人才

培养边界，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符合产业要求的复合

型、创新型人才，推动新技术大规模落地。

网络无边，安全有界。数字经济发展已行至“深水

区”，应对网络安全新形势与新挑战，需要协同产学研

用多方力量共同参与。长三角地区将充分发挥引领带

动作用，通过加大核心技术、关键领域的全方位多层面

合作，合力推动网络安全一体化协同发展，打造网络安

全产业发展高地，筑牢数字化转型安全屏障。

星报讯（记者 张贤良） 9月6日下午，由中央网信办

网络安全协调局、安徽省科技厅指导，合肥市人民政府主

办，合肥市科技局、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承办

的2022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量子安全分论坛在合肥举

办。围绕着如何进一步融合经典信息安全与量子安全，

推动量子科技等前沿技术尽快转化，院士专家、政府领导

和行业代表等齐聚一堂，共话技术，共谋未来。

论坛现场发布了量子安全能力底座，该底座是由国

盾量子联合中电信量子打造，连接用户和量子保密通信

网络的桥梁，汇集密码管理、身份认证、业务控制三大平

台，构建覆盖技术、场景、产业以及生态全生命周期的安

全保障体系。聚焦数字政府、公安司法、纪检监察、公共

安全、金融等五类重点行业，为智慧医疗、智慧交通、智慧

金融、智慧能源等应用场景提供量子安全服务。

本次网安周发挥合肥在量子通信领域的发展优势，首

次设立量子安全主题分论坛。从2012年建成全球首个规

模化量子通信网络“合肥城域量子保密通信试验示范网”，

到2016发射世界首颗墨子号量子科学实验卫星，2017年

世界首条量子保密通信骨干网“京沪干线”开通，再到建成

全国最大的量子城域网，合肥始终是我国“换道超车”、实现量

子通信一路领跑的重要创新策源地。目前，合肥已在量子

保密通信、量子计算、量子精密测量等领域培育形成了20

多家量子科技企业，初步形成较为完整的产业发展链条。

量子安全引关注
网安周首次召开相关论坛

星报讯（记者 张贤良 文/图） 9月6日，由中央

网信办信息化发展局指导，合肥市人民政府主办，

中共合肥市委网信办、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政府联合

承办的“创新安全 驱动未来”IPv6及下一代互联网

安全论坛在合肥成功举办，现场发布 IPv6创新应

用，多位网络安全行业的专家围绕IPv6网络安全和

商用部署作主题报告，积极探索网络安全与IPv6融

合创新，共研下一代互联网新技术和新生态。

中央网信办信息化发展局局长王崧表示，从技

术发展来看，IPv6已成为下一代互联网的起点和平

台，是网络强国和数字中国建设的关键基础支撑，

对IPv6的认识要从海量地址空间提升

到发挥安全能力。希望产业各方以此

次论坛为契机，交流借鉴、凝聚共识，共

同探索发掘IPv6技术优势和安全特性，

推动下一代互联网安全取得新突破。

合肥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葛斌

详细介绍了合肥市网络安全及IPv6的

发展现状，他表示，合肥市积极推进

IPv6的规模部署，促进形成下一代互

联网自主技术体系和产业生态。截至

2021 年，已完成 170 多万固定宽带用

户和500多万移动用户的IPv6接入，获

得IPv6地址的终端占比超过70%。今年，合肥市成

功入选国家级IPv6技术创新和融合应用试点城市，

开启IPv6规模部署和产业发展的新篇章。

中国电信集团网络和信息安全管理部总经理谷

红勋表示，IPv6作为下一代互联网的关键性技术，在

工信部等国家部委的指导下，中国电信积极参与其

中，并已经完成规模部署，目前中国电信云网端到端

（云、网络、终端等）IPv6改造基本全面完成：天翼85

款云产品、96个公有云资源池全部支持IPv6，电信网

络全面具备了IPv4/v6双栈承载，移动网、固网、云平

台全面支持IPv6，建成端到端畅通的IPv6高速公路。

行业大咖齐聚合肥
共谋长三角网络安全协同发展
“长三角网络安全协同发展”论坛成功举办

9月6日下午，由安徽省委网信办、合肥市人民政府主办，长三角区

域合作办公室支持，合肥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合肥市委网信办、合肥市

投资促进局、合肥高新技术开发区管委会承办及多家企业、机构协办的

“长三角网络安全协同发展”论坛顺利举办，20家高校及高新技术企业

与合肥市签约落地，总投资达22.1亿元，会上正式成立合肥软件供应链

安全检测中心并揭牌。

记者 张贤良 文/图

合肥入选国家级IPv6技术创新和融合
应用试点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