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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网络系统的硬件、软件及其系统中的

数据受到保护，不因偶然的或者恶意的原

因而遭受到破坏、更改、泄露，系统连续

可靠正常地运行，网络服务不中断。

什么是网络安全

网络安全（Cyber Security）



网络安全五特性

完整性

保密性

可控性

可用性

不可依
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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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信息

2024年安宣主题

“网络安全为人民，

网络安全靠人民”

举办方

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教育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中国人

民银行、国家广电总局、全国总工

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等部门

活动举行地点

福建省福州市

重要活动

网安周开幕式、网络

安全技术高峰论坛、

网络安全博览会等

举办时间

9月11日至17日在全国

范围内统一举行



根据2024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整体安排，重要活动网络安全博览会将于2024年9月10日至16日

举办。具体时间调整详情见下:

2024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信息

搭建时间

2024年

9月7日至9日;

博览会开展时间

2024年

9月10日至16日

撤展时间

2024年

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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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宣传周四大特点

一是将学习宣传贯彻领导人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作为首要任务

领导人强调，举办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

提升全民网络安全意识和技能，是国家

网络安全工作的重要内容。今年7月，全

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召开

领导人对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作出重

要指示，鲜明提出网信工作的使命任务，

明确“十个坚持”重要原则，并对网信

工作提出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网

信工作指明了方向。



2024年宣传周四大特点

二是突出为民
宗旨

01
回应关切、回应热点，是网安周的应有之义，也是落实“网
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的具体实践

02
针对领导人高度重视、人民群众高度关注的关键信息
基础设施防护、个人信息保护、数据安全治理、电信
网络诈骗、青少年网络保护等问题

03
在今年的网安周的议题设置、环节策划、活动设计等各方面
都给予了充分的考虑，针对性地开展宣传活动。



2024年宣传周四大特点

三是突出技术
特点

01

网络安全形势瞬息万变，新技术新应用

迅速迭代，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

“未知”远大于“已知”，使得网络安

全具有鲜明的技术性、专业性、前沿性

等特点，如何做到既防范潜在风险又积

极为我所用，是网络安全领域面临的重

要考验。

02

因此，今年的网络安全高峰论

坛主论坛，也将聚焦人工智能

这个主题，围绕最新的情况，

深入讨论怎么促发展、怎么保

安全，增强针对性、实用性。



为进一步丰富活动内容，突出主题性、协同性，以“小切

口”传递“大安全”的理念，今年中央网信办牵头组织的

7场网安周分论坛，分布式地在各个主题日期间举办。

同时，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人民银行、全国总工会、

全国妇联等联合举办部门，也将分别安排电信日主题论坛

和工业互联网安全分论坛，法治日主题论坛和网络与数据

安全、净网网络安全监管分论坛，以及金融网络安全论坛、

个人信息保护日主题活动等，实现每一个主题日，每一天

都要有主题、有活动，这也是今年的一大特色。

2024年宣传周四大特点

四是突出特色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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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是一体之两翼、驱

动之双轮，必须统一谋划、统一部署、

统一推进、统一实施。

网络安全与信息化

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对一个国家很多领域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要认清我们面临的形势和任务，

充分认识做好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



网络安全与信息化

数字经济、互联网金融、人工智能、大

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新应用快速发展，

催生一系列新业态新模式，但相关法律

制度还存在时间差、空白区。

网络犯罪已成为危害我国国家政治

安全、网络安全、社会安全、经济

安全等的重要风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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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人民至上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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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防患于未然
要树立正确的网络安全观，加强信息基础设施网络安全防护，加强网络安全

信息统筹机制、手段、平台建设，加强网络安全事件应急指挥能力建设，积

极发展网络安全产业，做到关口前移，防患于未然。

坚持人民至上理念

落实关键信息
要落实关键信息基础设施防护责任，行业、企业作为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营

者承担主体防护责任，主管部门履行好监管责任。

落实关键信息
要依法严厉打击网络黑客、电信网络诈骗、侵犯公民个人隐私等违法犯罪行

为，切断网络犯罪利益链条，持续形成高压态势，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要深入开展网络安全知识技能宣传普及，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网络安全意识和

防护技能。



维护公民合法权益

国家网络安全工作要坚持网络安

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保

障个人信息安全，维护公民在网

络空间的合法权益。

坚持网络安全教育

要坚持网络安全教育、技术、产

业融合发展，形成人才培养、技

术创新、产业发展的良性生态。

坚持开放创新并重

要坚持安全可控和开放创新并重，

立足于开放环境维护网络安全，

加强国际交流合作，提升广大人

民群众在网络空间的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

坚持统一

要坚持促进发展和依法管理相统

一，既大力培育人工智能、物联

网、下一代通信网络等新技术新

应用，又积极利用法律法规和标

准规范引导新技术应用。

坚持人民至上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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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网络主权理念

不同国家和地区信息鸿沟不断拉大，现

有网络空间治理规则难以反映大多数国

家意愿和利益；世界范围内侵害个人隐

私、侵犯知识产权、网络犯罪等时有发

生，网络监听、网络攻击、网络恐怖主

义活动等成为全球公害。

面对这些问题和挑战，国际社会应该在

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加强对

话合作，推动互联网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共同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

络空间，建立多边、民主、透明的全球

互联网治理体系。



中国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坚持以人类共同福祉为根本，

坚持网络主权理念，推动全球互联网治理朝着更加公正

合理的方向迈进，推动网络空间实现平等尊重、创新发

展、开放共享、安全有序的目标。

坚持网络主权理念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