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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

《纲要》是首个以教育强国为主题、以全面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为重要任务

的国家行动计划，是全面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统筹发展、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

效能的顶层制度安排，对落实党的二十大重大部署，更好发挥教育强国建设在全面

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的先导任务、坚实基础、战略支撑作用，具有重大

而深远的意义。

《纲要》部署9个方面重点任务：1.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培养担当民族复兴

大任的时代新人；2.办强办优基础教育，夯实全面提升国民素质战略基点；3.增强

高等教育综合实力，打造战略引领力量；4.培育壮大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有力支撑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5.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培养大国工匠、能工巧匠、

高技能人才；6.建设学习型社会，以教育数字化开辟发展新赛道、塑造发展新优势；

7.建设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筑牢教育强国根基；8.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激发教

育发展活力；9.完善教育对外开放战略策略，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教育中心。

与教育数字化建设相关的具体任务有“建好国家教育大数据中心，搭建教育专

网和算力共享网络”“开发新型数字教育资源”“推进智慧校园建设”“打造人工

智能教育大模型”“加强网络安全保障，强化数据安全、人工智能算法和伦理安

全”“建设云端学校等”“加强学习型社会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推进信息技术赋

能考试评价改革”等。

在“增强高等教育综合实力，打造战略引领力量”提出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

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优势学科，完善拔尖创

新人才发现和培养机制等。在“培育壮大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有力支撑高水平科技

自立自强”提出实施基础学科和交叉学科突破计划，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

提高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效能，建设高等研究院开辟振兴区域发展新赛道。在“完善

教育对外开放战略策略，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教育中心”提出提升全球人才

培养和集聚能力，扩大国际学术交流和教育科研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

来源：中国政府网【全文】、教育部【解读】

https://www.gov.cn/zhengce/202501/content_6999913.htm
http://www.moe.gov.cn/jyb_xwfb/s271/202501/t20250119_117619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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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高等教育综合改革试点工作

国务院总理李强1月17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促进就业有关政策措

施，听取优化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布局建设情况的汇报，研究高等教育综合改革试点

工作。

会议指出，建设教育强国，龙头是高等教育。要统筹推进高校育人方式、科研

范式、办学模式、治理体系等方面改革，畅通教育、科技、人才良性循环，以高等

教育高质量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要把优化学科专业设置作为改革重

点，赋予高校更大的自主权，以国家战略、市场需求和科技发展为牵引，对学科设

置和人才培养模式进行科学调整，完善课程和教材体系，推动学科交叉融合，不断

提升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契合度。要充分发挥教育评价体系改革指挥棒

作用，为高校特色发展、教师潜心教学致研营造良好环境。

来源：中国政府网【全文】

758项新版职业教育专业教学标准发布

新标准包含概述、专业名称（专业代码）、入学基本要求、基本修业年限、职

业面向、培养目标、培养规格、课程设置及学时安排、师资队伍、教学条件、质量

保障和毕业要求等11个方面要素。新标准覆盖《职业教育专业目录》1434个专业

的52.9%，涉及19个专业大类、90个专业类。

与原标准相比，新标准系统设计了中职、高职专科、职业本科教学要求，更加

强化职业综合素质和行动能力培养，促进专业教学紧跟产业和技术发展，推动以数

字化和人工智能赋能教学等。

新标准将数字化和人工智能作为推动教学方式变革、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手段，

要求推动专业升级和数字化改造，结合人工智能等技术实施课程教学数字化转型，

鼓励选用形态丰富、易于更新的数字教材，运用虚拟仿真等技术开展实训，建设、

配备音视频素材、教学课件、数字化教学案例库、虚拟仿真软件等专业教学资源。

来源：教育部【文件】、【解读】、【图解】

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501/content_6999482.htm
http://www.moe.gov.cn/s78/A07/zcs_ztzl/2017_zt06/17zt06_bznr/bznr_zyjyzyjxbz/
http://www.moe.gov.cn/jyb_xwfb/s271/202502/t20250211_1178747.html
https://mp.weixin.qq.com/s/drhiBUfOrdlWmxNF52dm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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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通信业统计公报

2024年，通信业全力推进“十四五”规划任务深入实施，量收实现稳健增长，

行业发展更加突出科技创新，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加速优化升级，融合应用持续走深

走实，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积极成效。

其中提到，（一）电信业持续推进提质增效。电信业务量收稳步提升；新兴业

务拉动作用持续凸显，其收入比重已升至四分之一，同比增长10.6%，对电信业务

收入增长贡献率达78%；科技创新能力持续提升。投入研发费用同比增长5.1%，

高出收入增速1.9个百分点。（二）信息通信基础设施量质齐升。高速传输网络加

速构建。干线网络建设进入新阶段，400G骨干网正式规模化部署，已初步打通国

家八大枢纽节点间、枢纽与周边主要城市、与重点大省间高速传输通道，传输带宽、

网络容量、超低时延等实现大幅提升；“双千兆”网络覆盖持续完善；算力基础设

施建设明显提速。积极落实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目标，加快完善算力网络布局。

（三）通信服务更加普惠通达。（四）赋能行业数字化走向深入。

来源：工信部【全文】、【解读】

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未来互联网试验设施FITI项目通过工艺性能验收

1月16日，教育部科信司在清华大学组织召开“未来网络试验设施国家重大科

技基础设施（清华大学建设部分）：未来互联网试验设施FITI”项目工艺性能专项

验收评审会。中国工程院院士、项目负责人吴建平教授就项目整体工艺性能情况进

行了报告。清华大学王继龙教授、徐明伟教授分别对项目建设的基础网络设施和试

验服务设施进行了系统演示。专家质验收专家组在经过质询讨论后，一致肯定项目

已按计划、按指标、高质量地完成了工艺性能建设任务，初步实现了开放运行，据

此同意该项目通过教育部工艺性能专项验收评审。

未来互联网试验设施FITI是国家发改委批复，教育部主管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

设施，由清华大学组织40所高校承担建设和运行，将围绕网络强国战略，满足5G、

天地一体化信息网络、网络空间防御等新业务新应用的试验需求，有力支撑我国网

络科学与网络空间技术研究在核心芯片和关键设备、路由控制技术、网络虚拟化技

术、安全可信机制、大规模组网试验、创新业务系统等方面取得重大突破。

来源：清华大学网络科学与网络空间研究院【全文】

https://www.miit.gov.cn/gxsj/tjfx/txy/art/2025/art_641c048c5d4f4e308098bf6c4e3dcb4a.html
https://www.miit.gov.cn/gxsj/tjfx/txy/art/2025/art_8ebb624c805b4b43b9297ab3e11d268e.html
https://www.insc.tsinghua.edu.cn/info/1192/392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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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运营商资本开支规模及投向预估

2024年，三大运营商投资总额为3340亿元，同比下降5.4%，这是自2018年以

来三大运营商首次出现资本开支同比下降的情况。《通信产业报》重点筛选了

2024年运营商集采共6大类、50项较重要集采项目。其中，光通信和5G领域项目

数量占比较多，占比都为22%；其次为算力领域，项目数量占比为18%，卫星通

信领域集采虽涉及金额不大但颇为重要，项目数量占比18%。预估2025年，总体

资本开支稳中略降，降幅可能与2024年相当。

具体看投资预估：1.网络投资或下降至50%以下。近年来，三大运营商处于5G

建设中后期，逐步减少对5G的投资，预计2025年5G相关投资将继续下滑；2.算力

集采或超千亿元。云计算、算力、AI、数字化等方面的开支将成为运营商的投资重

点，但5G投资下降额度可能无法被新业务开支增长所抵消。因此，预计2025年总

投资规模可能在3200亿元左右；3.伴随千兆城市、万兆城市、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持续升温，以及三大运营商光缆库存量走低，光通信新一轮大规模集采有望开启；

4.数字化投资将超10%。低空经济、卫星互联网将成为运营商投资基础设施的新热

点。电信运营商也将聚焦这些领域扩展基础设施，以支持这些新应用，并且以战略

投资为主，短期内难以获得回报。

来源：通信产业网【全文】

网信行业动态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在京发布

第5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报告》显示，2024年是我国全功能接入国际互联网30周年。网民规模从

1997年的62万人增长至2024年的11.08亿人，互联网普及率升至78.6%。互联网

已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助力。具体

看，（一）网络基础更加坚实，满足不同用户差异化接入需求。互联网基础资源持

续丰富。截至12月，域名总数为3302万个，IPv6地址数量为69148块/32，同比增

长1.6%；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协调发展。（二）实数融合加快落地乡村基层，数字

乡村建设有序推进。（三）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持续涌现，用户产业两端落地提速。

（四）数字消费市场活力纷呈，平台企业助力消费提质升级。（五）“内容+体验”

打造新场景，文旅融合跑出加速度。

来源：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全文】

https://www.ccidcom.com/yaowen/20250117/XAI3kWUM4rETR9vSw1bie7sf81ulg.html
https://www.cnnic.net.cn/NMediaFile/2025/0117/MAIN1737100758200NNZ5AVJ3C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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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网安产业发展态势剖析及2025年趋势展望

2024年网安产业整体表现平淡，由高速发展转入平缓推进阶段。市场方面，网

安产业正在经历市场寒冬，全行业超过半数网安上市公司出现营收与利润同比下滑，

网安硬件市场规模预测全年约在220亿，整体市场规模约850亿，合规安全仍是主

要市场，占比超60%，但内卷式低价竞争加剧。技术方面，AI安全配套成为主要增

量市场，产业梯队面临重构，传统网安技术进入“涓流发展”时期。经营方面，产

品、市场、经营能力需均衡发展，降本增效成为主旋律。融资方面，难度变大，但

总体相对平稳，资本更加青睐芯片、人工智能方向。AI颠覆网安产业格局，同时人

在网安产业升级中起决定性作用。2025年网络安全产业发展呈现四大趋势：人工

智能将驱动安全需求显性化，网络安全将从幕后走向台前；与身份/数据/终端/供

应链相关的网络安全技术成为刚需；用基于内生安全的体系防御抵御人工智能赋能

的攻击；安全大模型与泛终端（操作系统、数据库、中间件）结合，将安全（数据、

分析、情报）能力下放，发挥更大效用。

来源：安全内参【全文】

算力规模将两年翻番 硬件升级成未来企业生成式AI主要支出方向

近日，国际数据公司（IDC）与浪潮信息联合发布《2025年中国人工智能计算

力发展评估报告》。预测结果显示，2024年中国智能算力规模为725.3EFLOPS，

2025 年 将 达 到 1,037.3EFLOPS ， 2026 年 ， 中 国 智 能 算 力 规 模 将 达 到

1,460.3EFLOPS，为2024年的两倍，并在2028年达到2,781.9EFLOPS，2023-

2028年中国智能算力规模和通用算力规模的五年年复合增长率分别达46.2%和

18.8%。2024年中国人工智能算力市场规模达到190亿美元，2025年将达到259亿

美元，同比增长36.2%，2028年将达到552亿美元。

调研结果显示，在未来18个月内，中国企业在生成式人工智能项目上的投资将

首要集中在硬件升级方面，其次是数据采集与处理费用。

来源：C114【全文】、【全文】

https://www.secrss.com/articles/74983
https://www.c114.com.cn/market/39/a1283277.html
https://www.c114.com.cn/market/39/a128328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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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赋能电信业，三大运营商接入DeepSeek

AI重塑通信——1.通信大模型：推动网络迈向高阶自智。2025年，AI大模型成

为推动自智网络向高阶演进的重要因素，运营商将正式进入L4高度自智网络时代。

2.AI智能体：加速业务向新，电信运营商将使用AI智能体处理多类任务，如，向客

户推荐省钱方案和排除网络连接故障、解答账单疑问和处理付款等事务。3.深入更

多场景：通信全链条向智，通信大模型场景应用将主要集中在网络运维、营销服务、

业务开发、办公管理等多板块,通信全链条呈现AI领域的核心技术及应用成果。

从三大运营商工作会看出，运营商都在积极把AI应用在运维、营销、开发等各

个领域。2025年，中国移动将加快释放AI+规模效应，落实产品服务AI化、运营平

台化、营销组织精效化。中国电信将持续深入实施云改数转战略，全力打造服务型、

科技型、安全型企业，强化高质量产品服务供给，满足人民消费新需求。中国联通

将加强联网通信、算网数智、全球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基础设施运行效能。近日，

三大运营商也相继宣布接入DeepSeek，在引入DeepSeek后，三大运营商可以根

据市场需求合理分配资源，聚焦垂直场景，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自研大模型的差异

化发展上，从而更好地发挥自研大模型的优势。

来源：通信产业网【全文】、C114【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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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三大运营商接入DeepSeek的意义和商业模式

联 通 云 专 家 ： DeepSeek 可 弥 补 联 通 云 在 通 用 AI 能 力 上 的 不 足 ， 结 合

DeepSeek的技术，联通云可以推出更多创新云产品，如智能语音助手、AI驱动的

数据分析工具等，并可降低联通云在AI研发上的投入成本，同时提升运营效率。移

动云专家：移动云通过接入DeepSeek，与产品进行深度融合，提升自身在人工智

能领域的技术实力和竞争力。生态丰富度提升，提升了云模型广场的丰富度，

DeepSeek在多场景中的广泛应用，也为移动云拓展了业务边界，使其能够更好地

满足不同行业和用户的需求。天翼云专家：天翼AI云电脑已经全面支持DeepSeek

和其他的大模型服务，天翼AI云电脑能够满足教育、研发、办公等多元化场景需求。

在商业分配方面，专家指出：1.算力服务收入分成。运营商提供云算力资源来

支持DeepSeek模型的运行和部署，双方可以按使用量或固定比例从算力服务收入

中分成。2.模型应用与服务收入分成。双方合作基于DeepSeek开发各种AI应用和

服务，如智能客服、智能办公等，面向用户收费，再根据贡献程度进行收入分配。

来源：通信产业网【全文】

https://www.ccidcom.com/yunying/20250121/pKvzX4XXryY4UJcwz1biqkcezgz1g.html
https://www.c114.com.cn/ai/5339/a1282821.html
https://www.ccidcom.com/yaowen/20250213/HvyhjIs62nQ9it9e51bkq084wpyg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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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部长怀进鹏：携手推动数字教育应用、共享与创新

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在2024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发表主旨演讲，指出中国国家教

育数字化战略行动即将进入第3年，我们将从联结为先、内容为本、合作为要的

“3C”走向集成化、智能化、国际化的“3I”，突出应用服务导向，扩大优质资

源共享，推动教育变革创新，将中国数字教育打造为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

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的实践平台，为世界数字教育发展与变革提供有效选择。第一，

更大规模开展应用示范，放大服务倍增效能。第二，更高质量开发汇聚资源，建强

国家平台。第三，更智能化发展数字技术，服务人的全面发展。第四，更高水平开

展国际交流，建设世界数字教育合作平台。

来源：教育部【全文】

2025年各地政府工作报告教育要点速览

全国31个省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教育要点包括：深化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

优化教育科技人才联动机制，创新人才体系建设；加大高等教育一流高校和一流学

科建设力度，支持职业教育发展；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提高教育支出，加强教育

综合改革，提升创新能力，优化高等教育专业设置；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深

化教育改革，引导规范民办教育发展，办好特殊教育，发展数字教育，加快构建终

身教育体系，建设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推进教育各方面发展，包括新校区建设、

与京津高校深度对接等。

来源：中国教育在线【全文】

2025年各地政府工作报告里的“职业教育”

各地举措包括：开展职业教育本科试点，加强职业院校建设；推进职普融通、

产教融合；实施省域现代职业教育新模式试点；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完善相关

机制；建设市域产教联合体和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等。同时，各地在教育的其他方

面也有相应规划，如提升义务教育质量、支持高校发展、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等。

来源：中国教育在线【全文】

http://www.moe.gov.cn/jyb_xwfb/moe_176/202402/t20240201_1113761.html
https://www.eol.cn/news/yaowen/202502/t20250210_2654071.shtml
https://news.eol.cn/yaowen/202502/t20250206_265383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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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拟新建8个川渝共建重点实验室

四川省科学技术厅发布关于拟新建川渝共建重点实验室的公示，病理检验诊断

川渝共建重点实验室、中医药免疫川渝共建重点实验室等8家重点实验室在列，涉

及高校有：重庆医科大学、重庆大学、西南石油大学、成都理工大学、四川大学、

重庆邮电大学、电子科技大学、西南交通大学等。

来源：中国教育在线【全文】

2024年中国职业教育科研发展报告：数字化全面赋能职业教育变革

报告概述了职业教育在高质量发展、服务教育强国建设、产教融合、职普融通、

关键办学能力提升及教育数字化等多个方面的进展与成就。报告指出，职业教育科

研工作被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全国职业教育科研工作会议成功召开，开启建设职

业教育科研新阶段。报告还强调，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内涵不断深化，生态系统逐步

形成，治理体系不断完善。同时，职业教育国际化助力大国外交布局路径，新“双

高”建设理念转型引领职业院校高质量服务能力提升。

在数字化全面赋能职业教育变革中提出：职业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进入新阶段，

从“3C”走向“3I”，通过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深度应用、人工智能赋能

教育等举措，推动着中国数字教育不断取得新突破，并围绕4方面展开：师生数字

素养的养成提升；人工智能大模型技术的应用；实训数字化与智能化的推进；数字

治理体系的构建。

来源：中国教育在线【全文】

https://www.eol.cn/tech/dongtai/202502/t20250212_2654384.shtml
https://www.eol.cn/news/yaowen/202502/t20250211_265419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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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资讯

Omdia观察：欧洲运营商最新B2B发展重点趋势

根据市场研究公司Omdia报告显示，在2024年B2B业绩有所改善之后，这些

通信服务提供商（CSP）都渴望在2025年及未来加速其业绩增长。在实践中，每

家运营商都在采取广泛相关的做法，包括：共同的目标是通过AI、网络安全和云服

务抓住增长机会；重新思考公司结构、人力资源投资和进入市场战略，为未来的成

功奠定基础；重新强调扩大在中小企业（SME）中的数字钱包份额；通过网络API

简化数字资产和网络能力的消费。

沃达丰：在网络连接之外创造收入是沃达丰的首要目标。网络连接业务仍然占

收入的80%，但云和安全等领域正在取得增长。沃达丰高管表示，托管服务是一个

绝佳的机会，尤其是对那些希望将流程进行数字化但无法管理多个供应商的中小企

业而言。与谷歌和微软等公司的合作，是沃达丰实现增长雄心的关键推动因素。

Orange：推出AI解决方案，并与OpenAI和Meta合作，对AI大模型进行微调使其

能够处理部分非洲语言。根据Omdia的基准测试，Orange Business的非网络连

接业务收入已高于50%，超过了许多竞争对手。Telefónica Tech：强调其在AI、

商业应用、云和安全方面的专家团队是核心差异化优势。高管们表示，这样的专业

人才很难找到和留住，公司对全球7000名员工培训进行大量投资是一项关键的战

略决策。

来源：C114【全文】

GÉANT OCRE 2024框架正式启动

为欧洲研究和教育提供广泛的云服务

近日，欧洲研究和教育网络GÉANT宣布，OCRE 2024框架于2月3日正式启动，

并将持续五年。OCRE 2024框架是建立在GÉANT GN5-1项目下的泛欧洲采购成

果，将使39个国家/地区的研究和教育（R&E）机构以简单、合规且经济高效的方

式采购云服务。GÉANT GN5-1项目是GN5-FPA下属项目，旨在为科学家、研究

人员和学生提供最先进的网络连接和协作服务。GN5-FPA是欧盟关键研究和创新

资助计划“欧洲地平线”计划下的7年战略框架。

来源：GÉANT【全文】

https://www.c114.com.cn/market/5366/a1282209.html
https://connect.geant.org/2025/02/03/ocre-2024-framework-officially-starts-empowering-european-research-and-education-with-extensive-cloud-service-off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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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报告分享

• 信通院：高质量大模型基础设施研究报告（2024年）

• 信通院：先进计算暨算力发展指数蓝皮书（2024年）

• 信通院：数据治理研究报告（2024年）

• 2025年人工智能安全趋势：市场概况和统计数据

• 炼石网络：读2025年31省政府工作报告，察网络与数据安全建设重点

• 奇安信发布2025年网络安全十大趋势

2025 EDUCAUSE十大教育话题发布：对高等教育重建信任

十大教育话题描述了高等教育技术和数据领导者及专业人士如何通过打造既具

备办学能力，又充满人文关怀的高校，来重获人们对高等教育的信任，并通过彻底

的合作，充分发挥领导力来维持“能力”和“关怀”两者之间的平衡。

（一）数据驱动的学校：利用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来提高学生的成功率，赢

得招生竞争，增加研究资金，减少低效现象；（二）行政简化：流程、数据和技术

的简化和现代化；（三）优化学生体验：利用技术和数据改善学生服务并使之个性

化；（四）增强信任：推进保护隐私和数据安全的战略制度；（五）首席信息官

（CIO）的挑战：在资源有限、局势动荡和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领导数字化战略

和运营；（六）制度韧性：推动学校做好准备，以防范和应对数量越来越多和范围

不断扩大的风险；（七）更快、更好、更便宜：利用技术实现服务个性化、工作自

动化并提升灵活性；（八）以人为本：帮助员工适应快速变化和数字技术不断进步

的时代，提高技能，茁壮成长；（九）驯服数字丛林：更新和统一数字基础设施和

治理，提升学校效率和效益；（十）（并列）搭建桥梁，而不是围墙：增加学生的

数字访问，同时保护其数据隐私；（并列）可支持、可持续、可负担：为新技术投

资、试点、政策和使用制定制度。

来源：EDUCAUSE【全文】、中国教育网络【全文】

http://www.caict.ac.cn/kxyj/qwfb/ztbg/202501/t20250116_651643.htm
http://www.caict.ac.cn/kxyj/qwfb/bps/202501/t20250117_651810.htm
http://www.caict.ac.cn/kxyj/qwfb/ztbg/202501/t20250124_653108.htm
https://mp.weixin.qq.com/s/AeLcuOPBUC2veqTO84ZYxQ
https://mp.weixin.qq.com/s/QiTRovx-qrpe5nrZkTthzA
https://mp.weixin.qq.com/s/8FKEemoyt8s9Gje3BvB0ng
https://er.educause.edu/articles/2024/10/2025-educause-top-10-restoring-trust
https://mp.weixin.qq.com/s/ohLJysdxiX0gJ7E7wU7aN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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