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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强国时代领导干部要注重提高四种能力 
 
陆峰 

 
    核心阅读 
    4月 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各级领导干部
特别是高级干部要主动适应信息化要求、强化互联网思维，不断提高对互联网规律的把握能力、

对网络舆论的引导能力、对信息化发展的驾驭能力、对网络安全的保障能力。这四种能力是新时

代领导干部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必须具备的素质。领导干部要注重提高这四种能力，在工作中转变

工作思路、创新工作方法、开创工作新局面。 
    4月 20日，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各级
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主动适应信息化要求、强化互联网思维，不断提高对互联网规律的把

握能力、对网络舆论的引导能力、对信息化发展的驾驭能力、对网络安全的保障能力。习近平总

书记对各级领导干部提出的四种能力要求，是作为新时代领导干部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必备的素质

能力，有助于各级领导干部在工作中转变工作思路、创新工作方法、开创工作新局面。 
    提高对互联网规律的把握能力 
    互联网正在深刻地影响人类发展历史，深入理解和紧紧把握互联网规律，已经成为各级领导
干部适应网络强国时代的必备技能之一。一是提高互联网创新引领意识。互联网作为基础性、战

略性和先导性基础设施，已经成为技术创新、产品创新、服务创新、业态创新和管理创新等各类

创新最为活跃的领域。要深刻领会互联网创新的引领作用，大力推动互联网和经济社会各领域的

融合创新，把互联网作为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促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落实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的重要抓手。二是提高网络空间发展意识。网络空间已经成为人类活动的第二空间，与

物理空间并驾齐驱，对物理空间技术流、资金流、人才流、物资流等资源优化配置发挥着越来越

重要的作用，是世界主要国家抢占未来发展主导权的必争之地。要积极推动网络空间发展，拓展

网络经济发展新空间，完善网络空间运行规则，更好地提高对网络空间发展的驾驭能力。三是提

高互联网普遍服务意识。互联网在推动均等化发展、缩小发展鸿沟、共享发展成果等方面正在发

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提高发展包容性的重要抓手之一。要持续扩大互联网基

础设施覆盖面，提高网络速率，降低网络资费，为老百姓提供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好的网络信

息服务，让亿万人民在共享互联网发展成果方面有更多获得感。四是提高互联网风险管控意识。

互联网互联互通，网络空间纷繁复杂，世界各国围绕网络空间的争夺日趋激烈，利益博弈日趋激

烈，网上网下事件相互串烧，加上网络空间运行规则还在不断完善中，新事物引发的风险层出不

穷。要加强对互联网事物的研判，提高对潜在风险的预测能力，及时做好风险防范和管控，提高

对互联网的驾驭能力。 
    提高对网络舆论的引导能力 
    积极融入网络社会，主动开展网络调研和问政，已经成为各级领导干部适应网络强国时代的
必备技能之一。一是培育网络社会融入意识。网络社会打破了物理社会时空限制，在为人类交流、

沟通、合作提供极大便利的同时，也成为当前创新社会治理的主战场。要积极拥抱网络社会，主

动参与网络社会活动，摸清和把握网络社会发展规律，提高网络社会驾驭能力，为参与网络舆论

引导提供经验支撑。二是善于应用网络开展调研和问政。网络调研和网络问政是新时代领导干部

走群众路线的必备技能，有助于更好、更快、更全面、更深入地了解群众所思所想。要善于应用

微博、微信、论坛等社交工具，开展网络调研和问政，了解群众所思所愿，收集好想法好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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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回应网民关切、解疑释惑。三是发挥网络舆论引导先锋作用。网络舆论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

响越来越深入，加强网络舆论引导已经成为保发展、维稳定、促和谐的重要工作内容之一。要经

常上网看看，潜潜水、聊聊天、发发声，提高通过互联网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引导群众、服务

群众的本领，善于为网络舆论做疏导。 
    提高对信息化发展的驾驭能力 
    信息化代表新的生产力和新的发展方向，已经成为引领创新、驱动转型、塑造优势的先导力
量，加快推进信息化发展，已经成为各级领导干部适应网络强国时代的必备技能之一。一是提高

信息科技发展把握意识。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信息科技已经成为通用目的技术，

对产业转型、社会治理和国际竞争都产生了深远影响。要全面强化信息科技的前瞻意识，以时不

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加快推动信息领域核心技术突破，推进信息产业全面创新发展，紧抓产业

体系建设，推动技术、产业、政策协同发力。二是提高信息化应用发展推进意识。信息化应用是

信息科技服务经济社会的主要途径，大力推进信息化应用，有助于更好、更快地释放信息红利。

要以推行电子政务、建设智慧城市、发展智能工业等为抓手，大力推进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

能等信息技术在经济社会各领域的融合创新应用，以信息化应用来推动模式创新、管理提档和服

务升级。三是提高信息化发展政策创新意识。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普及应用对社会发展和治理带来

了新的机遇和挑战，要加强对信息化发展的前瞻性研究，敏锐抓住信息化发展的历史机遇，及时

调整和完善已有政策体系，让政策体系更好地护航信息化发展、促进信息红利加速释放。 
    提高对网络安全的保障能力 
    网络安全问题和经济社会问题相互交织，其复杂程度已经超越了技术本身，成为影响经济社
会发展的全局性问题，主动防范和化解新技术应用带来的潜在风险，加强网络空间治理，提升网

络安全保障能力，已经成为各级领导干部适应网络强国时代的必备技能之一。一是提高网络安全

警惕意识。随着互联网、物联网向经济社会各领域的深度渗透，传统网络安全已经蔓延到了经济

社会各个领域，未来网络安全问题可能无处不在，网络安全引发的问题将不仅仅是断网本身，在

推进信息技术普及应用过程中，要把网络安全保障意识挺在前面，无论是推行电子政务、建设智

慧城市还是发展智能工业的过程中，都要时刻提高网络安全警惕意识，强化网络安全保障，完善

管理制度和技术支撑，筑牢安全发展基石。二是提高网络空间治理意识。网络空间安全已经远远

超过了传统网络安全范畴，互联网和经济社会各领域融合产生的新业态引发了网络空间新风险，

诈骗、偷窃、色情、恐怖主义等传统违法犯罪行为的数字化和网络化，已经成为网络空间最大的

安全隐患。要加快行业治理向网络空间领域拓展，加强对新业态发展引发风险的研判，加快治理

手段革新，强化新技术在网络空间治理中的应用，提高网络社会时代行业治理能力。 
    信息化发展浪潮正在席卷全球，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正在加速重塑整个经济社会运行
模式。各级领导干部作为各地区、各部门、各行业发展的推动者，需要与时俱进，用新思想、新

方法、新技能武装自己，才能不断提高自己为人民服务的本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