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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进一步加强青年科技人才培养和使用的若干措施》

《若干措施》从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强化职业早期支持、突出大胆使用、促进

国际化发展和构建长效机制等维度给出具体举措。其中不少措施都明确了定量化的

要求，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部分主要措施如下：

在支持青年科技人才在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中“挑大梁”方面。规定国家重大科

技任务、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应急科技攻关大胆使用青年科技人才，40岁以下青

年科技人才担任项目（课题）负责人和骨干的比例原则上不低于50%。鼓励青年科

技人才跨学科、跨领域组建团队承担颠覆性技术创新任务，不纳入申请和承担国家

科技计划项目的限项统计范围。稳步提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对青年科技人才的资助

规模，将资助项目数占比保持在45%以上，支持青年科技人才开展原创、前沿、交

叉科学问题研究。

在深入实施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青年科学家项目方面。规定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

点专项进一步扩大青年科学家项目比例，负责人申报年龄可放宽到40岁，并不设

职称、学历限制。对组织实施高效、高质量完成任务目标的优秀青年科研团队通过

直接委托进行接续支持。经费使用可实行包干制。

在国家科技创新基地大力培养使用青年科技人才方面。鼓励各类国家科技创新

基地面向青年科技人才自主设立科研项目，由40岁以下青年科技人才领衔承担的

比例原则上不低于60%。青年科技人才的结构比例、领衔承担科研任务、取得重大

原创成果等培养使用情况纳入科技创新基地绩效评估指标，加强绩效评估结果的应

用。

在青年科技人才分类评价方面。明确要求不把论文数量和人才称号作为机构评

价指标，避免层层分解为青年科技人才的考核评价指标。

来源：中国政府网【全文】、科技部【解读】

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308/content_6900452.htm
https://www.most.gov.cn/xxgk/xinxifenlei/fdzdgknr/fgzc/zcjd/202308/t20230828_18764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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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印发
《关于实施新时代基础教育扩优提质行动计划的意见》

《扩优提质行动》提出八大行动，分别为：学前教育普惠保障、义务教育强校

提质、普通高中内涵建设、特殊教育学生关爱、素质教育提升、高素质教师队伍建

设、数字化战略、综合改革攻坚。

在“（六）实施高素质教师队伍建设行动，提高师资保障水平”中提出：加强

教研支撑引领，健全各级教研体系，推动各地各校常态化有效开展区域教研、网络

教研、校本教研，强化基于教学实际问题和课例案例的研究等。

在“（七）实施数字化战略行动，赋能高质量发展”中提出：提升国家中小学

智慧教育平台建设应用水平，丰富平台优质资源，统筹建设覆盖德智体美劳各方面

的数字资源，课程教学资源实现覆盖所有教育部审定教材版本；拓展应用功能，加

大在智慧课堂、双师课堂、智慧作业、线上答疑、网络教研、个性化学习和过程性

评价等方面融合应用等。完善国家基础教育管理服务平台，以数字化赋能提升教育

治理水平，推动学籍管理、课后服务、控辍保学子系统全面应用，完善党建德育、

校园安全、阳光招生、电子毕业证、集团化办学等子系统，加快推进实际应用，着

力提升基础教育管理效能等。

来源：教育部【全文】

教育部领导班子调整

国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员：任命王光彦为教育部副部长；任命王嘉毅为教育部

总督学（仍同时担任教育部副部长）。

教育部四个司局人事变动：周天华任高等教育司司长(此前担任浙江大学党委

常务委员、副校长)；田祖荫任基础教育司司长(此前担任教育督导局局长)；朱小杰

任教育督导局局长(此前担任民族教育司司长)；荆德刚任民族教育司司长(此前担任

国家开放大学党委书记、校长)。

来源：中国教育在线【全文】、【全文】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6/s3321/202308/t20230830_1076888.html
https://news.eol.cn/yaowen/202308/t20230830_2458741.shtml
https://news.eol.cn/yaowen/202308/t20230828_245827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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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信部国家知识产权局印发
《知识产权助力产业创新发展行动方案（2023─2027年）》

《行动方案》明确：1、在加强重点产业知识产权创造方面，要强化产业技术

发展与知识产权的协同联动，围绕重点产业，加强产业信息和知识产权信息的挖掘、

利用和深度融合，明确产业发展方向与路径等。2、在深化重点产业知识产权转化

运用方面，一要拓宽知识产权协同运营渠道，二要提升工业企业知识产权管理和运

用能力。3、在强化重点产业知识产权保护方面，要支持行业组织、产业联盟、专

业机构开展数据知识产权保护策略研究，探索数据生产、流通、利用、共享等过程

中的知识产权保护路径等。4、在提升重点产业知识产权服务能力方面，要推动知

识产权服务融入产业科技创新全过程和加强重点产业集聚区知识产权服务等。

来源：工信部【全文】

工信部党组《求是》杂志撰文：大力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为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取得新进展新成效，文章提出五个方面的

建设举措：

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应用。包括顺应技术演进方向，加速构建高速泛在、天

地一体、云网融合、智能敏捷、绿色低碳、安全可控的智能化综合基础设施等内容。

推动数字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包括立足国家发展战略需要和重大技术突破，

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提升我国数字产业的自主创新能

力和核心竞争力。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

推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包括以应用为牵引，加强分类指导、分业施策，深入

实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行动和智能制造工程，推动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推进互联

网、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数字技术在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经营管理、市场

服务等各环节应用等内容。

激发企业融合发展活力。包括聚焦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重点领域、

新兴领域，营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生态主导型企业，

鼓励领军企业组织产业链上下游形成创新联合体等内容。

提升数字治理现代化水平。包括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建制度、

保安全，持续优化管理和服务，提升数字治理的能力和水平等。

来源：求是网【全文】

https://www.miit.gov.cn/zwgk/zcwj/wjfb/tz/art/2023/art_a6abdf55cabe446ea447d935e7622366.html
http://www.qstheory.cn/dukan/qs/2023-09/01/c_112983464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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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信通院、紫金山实验室联合发布未来网络十大发展趋势

趋势一：确定性技术从单域走向多域，推动未来网络向端到端确定性演进；

趋势二：网络数字孪生技术发展加速，推动网络数字化智能化能力提升；

趋势三：算力网络热点技术落地实践，加速算网基础设施智能化融合升级；

趋势四：数据中心网络能力逐步提升，智算中心网络成为探索新方向；

趋势五：全光底座能力不断升级，新技术新材料助力进入T比特时代；

趋势六：IPv6升级改造不断深入，IPv6演进技术成为网络创新热点；

趋势七：6G网络拓展到移动信息领域，将实现ICDT跨域融合创新；

趋势八：卫星互联网加快建设，天地融合技术成为发展趋势；

趋势九：绿色通信网络技术不断突破，系统性低碳创新助力可持续发展；

趋势十：网络安全需求升级，加速构建创新发展新范式。

来源：C114【全文】

中国固定宽带使用成本全球第二低

国际电信联盟（ITU）发布的《2022年ICT服务可负担性》报告显示，2022年

全球ICT服务价格恢复了下降趋势，ICT服务变得更加实惠，逐渐摆脱了疫情的影响。

2022年，我国固定宽带接入成本在月人均国民总收入（GNI）中的占比，从上年

的0.5%进一步降低至0.45%，在全球范围内的排名则从上年第三提升至第二。而

在移动宽带费用负担方面，我国同样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而且相比上年都有明显

改善。在“提速”层面，成效同样显著。工信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末，

我国100Mbps及以上接入速率的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占比已经达到94.2%，

1000Mbps及以上接入速率的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占比则已经提升至20.8%。

来源：IT时报【全文】

https://www.c114.com.cn/news/16/a1241373.html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73286552546147951&wfr=spider&for=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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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潮信息上半年营收降幅超100亿元：净利下降66%

近日，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发布了2023年上半年业绩报告。报告

显示，上半年实现营收247.98亿元，相比去年同期的348.50亿元，同比下降

28.85%，降幅超过100亿元。净利润3.25亿元，同比下降65.91%；扣非后净利润

1.09亿元，同比大幅下降98.70%。报告显示，本期营收下降，主要系专用芯片供

应紧张等因素影响所致。

来源：C114【全文】、商业小茶馆【评论】

北京移动联合华为打造全国首个专线业务质量管理平台

北京移动联合华为基于iMaster NCE-T打造全国首个专线业务质量管理平台，

引入业务SLA分析等关键UC（用户案例）能力，将当前由投诉引发的被动运维转

为根据业务质量监控触发的主动运维，完成从人工+工具的运维到全面自动化运维

的转变，成功实现运维效率倍增。

华为iMaster NCE-T下的OTN专线业务质量管理提供业务维度的SLA监控，包

括：平均流量，峰值流量，时延，抖动，丢包率等指标。并支持通过时间回放历史

数据，支撑业务快速故障定义与回溯，是OTN专线业务质量提升的重要手段。

来源：C114【全文】

中国ICT市场支出2027年将超7200亿美元

市场研究机构IDC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全球ICT市场总支出规模约为

4.7万亿美元，并有望在2027年增至6.2万亿美元，5年间年均复合增长率为5.7％。

2022年中国ICT市场支出规模超过5300亿美元，未来5年内将持续增长，2027年

中国ICT市场总支出规模将超7200亿美元，5年间年均复合增长率约为6.2％。

随着大模型、大数据等技术的发展，终端用户对软件市场重视程度逐步提高，

软件应用和创新研发等方向的投资在未来将不断攀升。企业级软件市场支出增速最

高，预计年均复合年增长率接近20％。此外，中国企业级ICT市场的软件支出在

2027年将超过千亿美元。

来源：中国工信新闻网【全文】

https://www.c114.com.cn/news/123/a1241267.html
https://www.bilibili.com/read/cv26054300/
https://www.c114.com.cn/news/126/a1241296.html
https://www.cnii.com.cn/rmydb/202308/t20230808_49376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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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信息化奖颁奖仪式举行

国家智慧教育平台获奖

2022年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信息化奖颁奖仪式于当地时间9月7日在法国

巴黎教科文组织总部举行。中国“国家智慧教育平台”项目和爱尔兰“国家资源中

心”项目共同获奖。教科文组织教育助理总干事贾尼尼在致辞中表示，中国“国家

智慧教育平台”是确保公共数字学习平台普遍访问和有效使用的杰出举措，向世界

展示了如何利用数字技术使教学和学习更加普及，为全球数字教育变革提供了有益

经验。该奖由巴林王国提供资助，主要奖励将信息通信技术应用于教育和教学领域

并作出突出贡献的组织和个人，是联合国系统内教育信息化最高奖项。

来源：教育部【全文】

教育部部长怀进鹏：以教育之强夯实国家富强之基

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在《人民日报》撰文《以教育之强夯实国家富强

之基》。文章指出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二十届

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就建设教育强国发表重要讲话，充分肯定新时代

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科学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教育强国、

怎样建设教育强国”这一重大时代课题。并给出建设路径，要从加快建设高质量教

育体系，有针对性提升教育对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力、贡献力，全面提高教育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增强我国教育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大力培养造

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等方面入手，全力以赴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落

地生根，确保教育强国建设各项任务取得扎实成效。

来源：中国政府网【全文】

2023中国高校国家社科基金立项TOP100出炉

202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立项公示名单发布，共有235个项目拟立项，

其中重点项目20个，一般项目150个，青年项目36个，西部项目29个。国家社科

基金项目是目前我国唯一的国家级人文社科类研究项目，代表了人文社会科学的国

家水准，是衡量一个单位科研生产力的重要指标。

来源：中国教育在线【全文】

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moe_1485/202309/t20230907_1078951.html
https://www.gov.cn/lianbo/bumen/202308/content_6901177.htm
https://www.eol.cn/shuju/uni/202309/t20230908_246090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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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行业动态

雷朝滋：教育强国中的数据治理

教育部科学技术与信息化司司长雷朝滋指出，中国政府正在编制《教育强国建

设规划纲要》，将教育数字化作为教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内容进行专门部署。教育部

将着重在以下四个方面作出努力：

一是建设国家教育数字化大数据中心。统筹资源开发与公共服务提供，统筹资

源管理与应用评价，统筹标准规范建设与高效安全运行。依托大数据中心，升级建

设教育数据驾驶舱和教育大脑。

二是强化大数据赋能教育教学。推动数据治理平台正式运行，利用教育数据更

好地组织和配置资源，推动优质资源均衡。基于行为数据开展学情智能诊断和智慧

课堂评价，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实现因材施教。

三是提升师生数字素养与技能。进一步提高信息技术等课程的教学实施水平，

促进数字素养培育进课程、进课堂。落实《教师数字素养》标准，持续开展教师数

字素养评价，强化数据驱动。

四是注重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建立全生命周期数据安全治理体系，完善数据

安全分类分级制度，细化数据权限管理机制，提升使用人员数据安全意识，重点打

击泄露师生个人信息行为。

来源：中国教育在线【全文】

高校校园网络质量感知评估系统建设

武汉理工大学校长杨宗凯教授指出，教育新基建为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提供数

字基座。校园网络作为新基建中的重要一环，是高校日常运转和高速发展的基础。

武汉理工大学信息化办公室老师给出校园网络质量感知评估系统建设建议：校园网

络质量感知评估系统主要包括网络服务质量感知、网络数据分析、智能预警以及数

据驾驶舱等四大模块。并指出高校校园网络质量感知评估系统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

程，需要站在系统性的视角，充分考虑系统评价指标和技术应用的全面性，不断地

进行扩充、完善、优化和更新，通过迭代升级推动系统建设，最终实现以高校校园

网络质量感知评估系统助力校园网络协同管理、智能治理。

来源：中国教育网络【全文】

https://news.eol.cn/qiangguo/yw_qg/202308/t20230821_2457609.shtml
https://mp.weixin.qq.com/s/Sk8yCCzgByCYk6E0mZoAl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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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资讯

2023年ISIF亚洲拨款获得者公布

9月12日，在日本京都举办的APNIC 56大会上，APNIC基金会组织正式公布

了《2023年ISIF Asia项目赠款获得者名单》，共计24笔赠款，总额为2,284,109美

元。截至目前，在APNIC基金会支持的56个经济体中，接受ISIF亚洲赠款的经济体

数量已达到32个。ISIF Asia是一项资助和奖励计划，旨在激励针对亚太地区信息

通信技术发展需求的创造性解决方案，任何有助于支持互联网发展的公司或组织均

可提出申请并有机会获得支持。

赛尔网络“基于CERNET2（IPv6）的超算互联网”项目获得该项目最高等级

项目支持。该项目是基于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纯IPv6骨干网络CERNET2的超

算中心网络高速互联项目，由CERNET网络中心指导，赛尔网络有限公司承担算力

资源网络接入、平台运营及用户服务等工作。其目标是广泛连接高性能计算领域的

供需端，促进不同超级计算中心之间的异构集成，最终实现大型专业超级计算资源、

高校超级计算资源和其他相关社会资源在CERNET2及其纯IPv6基础设施上的部署，

通过算力及服务平台合理调度算力资源和使用相关应用。

来源：APNIC基金会【全文】

Jisc：新生拥有的设备可能会对校园网络构成风险

英国联合信息系统委员会Jisc对校园如何减轻受感染设备的影响给出建议，如：

将访客和学生Wi-Fi网络与核心网络和关键基础设施分开；对访客和学生网络实施

“设备隔离”控制，以确保设备只能连接到互联网，而无法连接到同一网络“区域”

中的其他设备；为LAN和WLAN连接实施基于端口的网络访问控制（PNAC）和

802.1X身份验证控制；在访客和学生网络的网关上实施Web内容过滤和IPS/IDS网

络安全，以帮助控制内容并保护连接到这些网络的计算机；为学生提供培训，涵盖

密码保护、多因素身份验证的重要性、防病毒保护以及连接到公共网络的危险等主

题。

来源：JISC【全文】

https://apnic.foundation/2023-isif-asia-grant-recipients-announced/
https://beta.jisc.ac.uk/news/all/devices-owned-by-new-students-may-pose-a-risk-to-campus-net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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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蝶：2023国资国企数字化转型蓝皮书

蓝皮书对国资企业数字化转型背景进行分析，梳理提炼了国资企业数字化转型

参考路径和典型模式，并提出了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思路和能力要素框架，总结

出六种典型的建设模式。其中，在实施建议模块中，提出包括制定企业数字化战略、

规划数字化蓝图、构建数字化平台、搭建数字化组织以及专项资金投入等方面的建

议。数字化蓝图顶层设计包括数字化战略规划、数字化业务、数据管理与分析、风

险管理与识别、持续改进和学习、数字化平台这几方面的主要内容。提出技术赋能

创新发展是企业数字化建设的重要方向。在搭建组织结构中指出，数字化组织是平

台化组织，具有小前台、大后台、强中台的特点。高管团队里需要有一位主管数字

化的领导，将业务、营销与技术专长方面的人才结合起来，同时，中层和基层执行

者也是重要角色等。

来源：发现报告【全文】

第三方报告分享

第5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发布

8月28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在京发布第52次《中国互联网络

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报告》显示，截至2023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79亿

人，较2022年12月增长1109万人，互联网普及率达76.4%。

《报告》显示，在网络基础资源方面，截至2023年6月，我国域名总数为3024

万个；IPv6地址数量为68055块/32，IPv6活跃用户数达7.67亿；互联网宽带接入

端口数量达11.1亿个；光缆线路总长度达6196万公里。在移动网络发展方面，截

至6月，我国移动电话基站总数达1129万个，其中累计建成开通5G基站293.7万个，

占移动基站总数的26%；移动互联网累计流量达1423亿GB，同比增长14.6%。在

物联网发展方面，截至6月，三家基础电信企业发展蜂窝物联网终端用户21.23亿

户，较2022年12月净增2.79亿户，占移动网终端连接数的比重为55.4%，万物互

联基础不断夯实。

来源：CNNIC【全文】、【解读】

https://www.fxbaogao.com/view?id=3877793
https://www.cnnic.net.cn/n4/2023/0828/c88-10829.html
https://www.cnnic.net.cn/n4/2023/0828/c199-1083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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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报告分享

• 信通院：面向泛在入算的OTN P2MP品质专线研究报告（2023年）

• 信通院：中国综合算力评价白皮书（2023年）

• 信通院：零信任发展研究报告（2023年）

• 阿里云数据安全治理实践

• 艾瑞咨询：2023年中国信创产业研究报告

• 亿欧智库：2023中国网络安全新兴领域应用研究报告

德勤咨询：全球基础建设未来趋势调查报告

德勤对全球600多名政府官员和基础设施高管进行访谈。在后疫情时代，基础

设施会有什么不同？受访者表达有以下几个强烈信号：大力发展数字化、关注网络

安全和气候友好型基础设施。亚太地区近84%的受访者预计，数字化基础设施投资

将增加，在所有地区中占比最高。数字化活动增加往往导致网络犯罪增多。超过四

分之三的受访者预计，未来三年将更加关注数据安全。受访者最期待的环保措施是

增加电动汽车基础设施，其次为可再生能源提供激励措施。受访者表示人工智能、

云计算和网络安全这些技术将在未来三年内重塑基础设施。

来源：199IT【全文】

EDUCAUSE 2023年教师和技术报告：自疫情以来的教学偏好初探

EDUCAUSE对教师进行的数字化教学偏好调研结果显示：教学模式总体偏好方

面，与疫情前的调查结果相似：最受欢迎的教学模式仍然是现场教学，而最不喜欢

的教学模式是在线教学；在线和混合课程教学经验方面，受访者中表示“方式偏好

无变化”（36%）和表示“有更强意愿教授在线或混合课程”（35%）的数量相

当，而表示“教授在线或混合课程的意愿有所下降”的教师数量较少，占比24%；

课程组件的技术和数字访问可用性方面，无论偏好哪种教学模式，教师在很大程度

上赞成以数字访问方式提供课程组件；数字化教学支持方面，提供充分的准备时间

和在线教学技术指导是最重要的支持手段。

来源：EDUCAUSE【全文】

http://www.caict.ac.cn/kxyj/qwfb/ztbg/202308/t20230821_460048.htm
http://www.caict.ac.cn/kxyj/qwfb/bps/202309/t20230906_461185.htm
http://www.caict.ac.cn/kxyj/qwfb/ztbg/202308/t20230828_460492.htm
https://www.secrss.com/articles/57460
https://report.iresearch.cn/report/202307/4210.shtml
https://www.iyiou.com/research/202309081260?WxUg5ztDmi=1694678581707#pdf-tips
http://www.199it.com/archives/1633311.html
https://library.educause.edu/resources/2023/8/2023-faculty-and-technology-report-a-first-look-at-teaching-preferences-since-the-pande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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