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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是“大智移云”时代的首要目标 

宽带化、移动化、泛在化           安全性、可用性、可信性 

可信互联网 移动互联网 物联网 泛在网 

大智移云时代的首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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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2月27日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 

组   长 ：习近平 

副组长：李克强、刘云山 

成员： 

国务院副总理              马凯 

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     王沪宁 

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刘奇葆   

中央军委副主席           范长龙 

中央政法委书记           孟建柱 

中央办公厅主任           栗战书 

公安部部长                 郭声琨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周小川 

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杨晶 

国新办副主任、国新办主任鲁炜（兼任中央网信
小组办公室主任） 

中央军委委员兼总参谋长房峰辉 

外交部长                      王毅 

国家发改委主任             徐绍史 

外交部长                      王毅 

国家发改委主任             徐绍史 

教育部长                     袁贵仁 

技部党组书记               王志刚 

财政部长                     楼继伟 

工信部长                      苗圩 

文化部长                      蔡武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局长蔡赴朝 

 

 

 

 

 

传递信息之一：体现了中国最高层全面深化改革、加强顶层设计的
意志，显示出在保障网络安全、维护国家利益、推动信息化发展的
决心。 



公安部第一研究所 

传递信息之二：网络安全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预示着信
息化建设的新的高潮即将到来。 

  成立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标志着网络

安全和信息化将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助力。习主

席提出，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信息化

就没有现代化。 

  建设网络强国的战略部署要与“两个一百年”奋斗

目标同步推进。 

  预示我国新的信息化战略和网络强国战略提上重要议
事日程，在打赢一场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翻身仗方面
，也将迎来新的突破。 

  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产业发展的大战略、大政策、大智
慧，是新一轮网络安全产业革命的动员令和冲锋号，预
示着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发展的高潮即将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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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递信息之三：明确了实现网络强国的的战略举措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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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大气力解决科研成果转化
问题。要出台支持企业发展的政
策，让他们成为技术创新主体，
成为信息产业发展主体。要抓紧
制定立法规划，完善互联网信息
内容管理、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
护等法律法规，依法治理网络空
间，维护公民合法权益。 

标志着：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放在
了同一重要的位置，还将积极倡
导自主知识产权网络产品的开发，
有目标、有步骤地提升重点领域
网络产品的国产化率，明确了网
络安全发展的战略方向。 

安全是基石，离开了安全，再大
的网络也不强。建设网络强国，
首先就要过“安全关”，信息安
全成为我们迈向网络强国的第一
道关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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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部第一研究所 顶层设计的概念 
1、顶层设计概念的解释-来源于系统工程学  

顶层设计的定义：自高端开始的总体构想 

顶层设计的概念：最初来自自然科学或大型技术工程领域，如人类基因组工程研究、

航天工程研究等，是指为完成某一大型工程项目，要实现理论一致、功能协调、结

构统一、资源共享、部件标准化进行统一自上而下的设计。 

顶层设计的思想内涵：用系统论的方法，以全局视角，对项目建设的各方面、各层

次、各种要素素进行统筹考虑，和谐各种关系，确定目标，选择实现目标的具体路

径，制定正确的战略战术，并适时调整，规避可能导致失败的风险，提高效益降低

成本。 

    这一工程学概念，后来被西方国家广泛引用于军事和社会学领域，甚至成为政

府统筹内政外交制定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思维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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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是用系统论的方法，对信息化建设的各个方面、各个层次、各种

参与力量、各种正面的促进因素和负面的限制因素进行统筹考虑，理解和

分析影响信息化建设的各种关系，从全局的视角出发，对信息化建设的基

本问题进行总体的、全面的设计，确定信息化建设目标，选择和制定实现

目标的路径和战略战术，并提出体制、法律和业务的改进建议，从而尽量

规避规划的缺陷和不足，从根本上减少风险。  

信息化顶层设计的思想内涵 



公安部第一研究所 

顶层的第一层含义——整体和全局 
    顶层设计的定位是要跳出局部环境的束缚和影响，站在全国互联和全
网通用的整体高度和全局视野，去分析和制定信息化建设的战略战术。 
顶层的第二层含义——业务、政务的应用 
    顶层设计的重点是用信息工程的方法，从宏观上对业务需求进行收集、
梳理和描述，按一定层次呈现，并以数据的形式保存在数据库中，形成丰
富、清晰、完整的业务资料，通过系统开发和应用，从而转变业务职能，
完善业务利益关系，推动业务决策。 
顶层的第三层含义——政府绩效 
顶层设计的核心是针对经济调控、市场监管、城市建设、社会管理、公共
服务等政府职能，促进职能转变，优化管理模式，再造审批流程，提高政
务效率，推动体制创新，实现政府绩效目标。  

信息化顶层设计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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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顶层设计不是总体设计 

• 顶层设计不是概要设计 

• 顶层设计不等于总体规划 

• 顶层设计不能自下而上进行 

顶层设计不是什么？ 



公安部第一研究所 信息化顶层设计先于规划 

信息化顶层设计的内容是信息化建设问题进行总体规
划和全面设计 

包括网络建设、安全管理、信息资源建设与绩效
管理等诸多技术层面的内容 

包括行政管理体制、政府职能及具体业务类型之
间的关系。  

没有顶层设计搞不好规划，应该是先顶层设计，后编
制规划。 



公安部第一研究所 谁来做顶层设计 

• 顶层设计必须由顶层做    

• 谁来做—顶层亲自主持和领导 

• 谁来主导—业务部门、监督部门和投资规
划  1部门三结合 

• 谁来参与—信息化部门 



公安部第一研究所 

Contents 
目录 

“互联网+”大智移云的时代 

顶层设计的主要内容与方法 

顶层设计的概念 

信息安全等级保护的主要内容 

新形势下信息安全等级保护的工作思路 



公安部第一研究所 信息化顶层设计的主要内容  

顶层设计的主要内容：通过职能\绩效\服务\业务进行综合分析与抽象，以信息化

综合体系为基础，构造信息资源共享与业务协同的信息化顶层体系，形成以指导

信息资源建设，业务应用建设和运行环境建设为目标的信息化顶层设计专项成果。  



公安部第一研究所 信息化顶层设计的基本特点  
1、履职业务和服务规划是顶层设计的核心。  

2、履职业务和服务规划注重部门履职业务流程的梳理
、整合与优化，敢于突破传统观念，勇于创新。 

3、顶层设计以执行能力和服务水平提升为第一要素，
可以淡化部门概念，强调业务协调和统一。 

4、关联、系统性是顶层设计的价值所在。 

5、顶层设计必须应用相应的理论思路与技术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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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层设计的基本目标：通过规范数据和业务应用系统来实现资源
共享与业务协同。  

顶层设计的主要目的：提出信息资源共享与业务协同的基本技
术框架，以规范和指导信息化的建设和发展。  

顶层设计的成果体系  = 顶层体系  +  专项成果 

顶层设计 

成果体系 

由顶层体系和专项成果（技术标准、准则与指南、建设与
管理政策与规章和标准化软、硬件产品）构成，综合形成
一个解决信息资源共享与业务协同的顶层整体技术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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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层设计成 

果体系的管理 

在顶层体系的约束下，把成果按技术标准、准则与指南、建
设与管理政策与规章和标准化硬件软件（数据）产品三个体
系编码，进行有序组织和管理。  

顶层体系：在宏观层次上细化信息化综合体系，阐明信息资源建设和各类务应
用建设中的规划与设计的基本技术原则，针对不同层次的资源共享和业务协同，
重点考虑业务的系统需求。 
 
专项成果：在顶层体系的规范和指导下，针对具体的业务需求，进行的标准和
指南层次或通用软、硬件层级设计形成的成果。这些成果包括技术标准、技术
指南、建设与管理规章和标准化软、硬件产品。  

信息化顶层设计的主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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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命、远景、战略、战术和执行 

       mission 
   of the company 

vision 
of the leader 

   strategy 
    to fulfill mission 

    based on the vision 

strategy 
direction setting 

   

tactics 
translation in actions 

   operation 
practical daily execution 

信息化顶层设计的主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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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务、架构、流程、组织 

BAPO framework 

B 
Business 

A 
Architecture 

P 
Process 

O 
Organization 

信息化顶层设计的主要方法 



公安部第一研究所 信息化顶层设计的主要方法 

业务（事务）协同模式  数据共享  流程协同  

数据共享模式：指不同业务（事务）之间仅通过共享数据，即可满足需求的协同模式
这种单向信息共享模式，仅需信息获取渠道畅通和政策授权条件即可。              

设计协同模式 

信息化顶层设计必须强调业务协同  

这种信息双向共享前提下的业务协同模式，不仅需要单向获取信息，而且需在业务
协同中获取新的信息。不同业务（事务）之间环环相扣，互为制约，紧密协同协同
表现为同层级或不同层级业务与业务、业务与事务、事务与事务的流程协同。 

流程协同模式：指不同业务（事务）之间不仅需要共享数据，而且需要共享业务
（事务）操作流程的协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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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应用的层次结构 

信息系统的层级结构划分为：日常业务+协同与综合分析 

日常业务层次---业务应用的基本特点：以在线事务处理为主，满足

单一业务部门日常业务处理需求。协同需求较少，信息集成度不高，

开发利用层次较低。 

协同与综合分析层次---业务应用的基本特点：以在线分析为主，满

足多个业务部门之间业务协同需求和行业信息综合分析，并逐步发展

为某专业  领域综合决策支持系统。 

               

信息化顶层设计的主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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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是使用约定俗成的关键字，对客观事物的数    量、 属
性、位置及其相互关系进行抽象表示，以 适合在 这个领域
中用人工或自然的方式进行保存、传递和 处理。  

 

信息是具有时效性的，有一定含义的， 有逻辑的、  

经过加工处理的、对决策有价值的数据流。  

 

通过人们的参与对信息进行归纳、演绎、比较等手段进行
挖掘，使其有价值的部分沉淀下来，并于已 存在的人类知
识体系相结合，这部分有价值的信息 就转变成知识。  

 

智慧是人类基于已有的知识，针对物质世界运动过 程中产
生的问题根据获得的信息进行分析、对比、 演绎找出解决

方案的能力。这种能力运用的结果是将信息的有价值部分
挖掘出来并使之成为知识架构 的一部分。 

信息化顶层设计的主要方法 

顶层设计中的架构规划 



公安部第一研究所 信息化顶层设计的主要方法 

业务架构 

信息架构 

信息系统架构 

数据架构 

物理系统结构 

信息架构就是对信息的分
类、分层的组织。例如：
分层信息有决策层、管理
层、操作层等信息；分类
信息有财务信息、营销信
息、生产信息等 

数据架构就是对数据的
分类、分层的组织。例
如：分层数据有概念数
据模型、逻辑数据模型
、物理数据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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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架构是组织中所有人员完成自己工作所需信息的集合，分层分类管理。 

数据架构描述了一个组织的逻辑、物理数据资产和数据管理资源的结构，它是一

组分层的模型，为战略性的计划提供坚实的基础。 

参 

考 

模 

型    

数 

据 

标 

准 

数据 

管理 

数据分布 

战略 

概念模型 

逻辑模型 

物理模型 

数据架构定义 

信息化顶层设计的主要方法 



公安部第一研究所 信息安全保障体系也需要顶层设计  

一、落实信息安全的等级保护制度  

二、建立健全信息安全保障体系  

三、做好信息安全监测、通报预警工作 

四、做好系统应急和灾备工作，及时 
    应对突发事件和灾难  

• 做好纵深防御工作 

• 建立动态防护策略 

• 加强基于密码技术的网络信任
体系建设 

• 强化系统内部审计（内控机制）  

• 要从全局观的角度构建信
息安全管理体系； 

• 要重视信息安全管理体系
建设的标准和方法。 

技 

术 

保 

障 

体 

系 

管
理
保
障
体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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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国家秘密信息、法人和其他组织及公民的专有
信息以及公开信息和存储、传输、处理这些信息
的信息系统分等级实行安全保护、分等级监管。 

• 对信息系统中使用的信息安全产品实行按等级管
理。 

• 对信息系统中发生的信息安全事件分等级响应、
处置。 

信息安全等级保护工作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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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安全等级保护是基本制度、基本方法。 

信息安全等级保护是国家信息安全保障工作的基本制度。 

 信息安全等级保护是国家信息安全保障工作的基本方法。 

信息安全等级保护工作的内涵 

“明确重点、突出重点、保护重点”。将有限的财力、物力、

人力投入到重要信息系统安全保护中。有效保护基础信息网

络和关系国家安全、经济命脉、社会稳定的重要信息系统的

安全，维护国家信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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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信网络、广电网、互联网、卫星系统 

能源、金融、交通、税务、海关、卫生等重点
行业的信息网络和重要信息系统 

云计算系统、物联网、大数据、工业控制系统 

全国5.6万个县级以上政府网站 

为全社会提供服务的大型商业网站 

什么是国家关键信息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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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级：将信息系统（包括网络）按照重要性和遭受
损坏后的危害性分成五个安全保护等级； 
备案：等级确定后，第二级（含）以上信息系统到
公安机关备案，公安机关审核后颁发备案证明； 
测评：备案单位选择符合国家规定条件的测评机构
开展等级测评； 
建设整改：备案单位根据信息系统安全等级，按照
国家政策、标准开展安全建设整改； 
检查：公安机关定期开展监督、检查、指导。  

信息安全等级保护的五个规定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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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部第一研究所 等级保护工作中涉及的服务内容 

阶段性风险评估  

安全状态监控  

系统可持续性安全服务 

系统业务安全域划分 

业务安全需求导出 

 信息系统辅助定级  

等级保护导入培训 

等级保护差距评估  

信息系统安全规划 

安全建设规划  

等级保护解决方案设计  

安全技术体系等保整改 

整改方案制定及实施  

通过等级测评 

安全管理体系等保整改 
 

  协助定级备案 

系统IT安全需求导出 

安全岗位培训 

配合用户完成系统自查 

配合主管单位、用户 
完成安全检查 
 

等保定级
阶段 

等保规划
设计阶段 

等保实施/
实现阶段 

等保运行
管理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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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部第一研究所 新形势下重新认识网络安全 

网络安全关系到： 
七个重点：意识形态安全、技术安全、数

据安全、应用安全、边防安全、资本安全、
渠道安全。 
四个层面：国家安全（政权、国防、经济、

文化）、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社会公共
安全、公民个人信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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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领导和统
筹。制定法律、政策，出台战略、规划 
网络安全职能部门：侦查打击，安全监管，
在产业发展、技术研究、产品应用、经费、装
备、项目等方面提供保障 
行业主管部门：谁主管谁负责，行业统筹 
运营使用单位：谁运营谁负责，落实措施 
技术支持单位、专家：提供支持、服务。 

新形势下网络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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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在中央新的网络安全领导体制下，建立完善
协调配合机制 
由中央网信办统筹协调，建立由公安、工信、
发改、财政、科技、安全、保密、密码等多部门
参加的网络安全配合机制。 
构建统筹协调、分工负责、各司其职、资源共
享的网络安全工作格局，加强领导、统筹和顶层
设计 
加强军警、军地配合，共同维护网络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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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切实推进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自主可控 

 

建立由工信部和发改委牵头、公安部监督、有关
部门和军队参加的信息基础设施自主可控战略实施
机制，加大力度，建立自主可控战略的实施、监督
机制，组织开展试点示范，全面组织对芯片、操作
系统、大型数据库等核心软硬件技术的研发和应用，
分步、分类实施自主可控战略。 
实施网络安全审查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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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切实加强对国家级重要信息系统和政府网站的
安全保障和监管 

 

按照中央领导批示精神，将国家级重要信息系统
和政府网站作为国家和行业的重点保护对象。 
公安部、发改委、工信部、财政部、科技部等有
关部门将研究出台加强国家级重要信息系统安全的
具体政策，采取有力的支持办法和措施予以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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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建立打、防、管、控一体化的网络安全综合防
控体系 
 积极发挥网络安全职能部门的管理职能，发挥专家、社会

机构、互联网企业等各层面的资源优势和技术优势，建立
打、防、管、控一体化的网络安全综合防控体系，切实提
高维护网络安全的能力与水平。 

 将等级保护工作常态化、制度化，进一步落实公安机关的
监管责任，落实公安机关工作责任制 

 建全完善国家网络安全监测预警机制，以及监管部门与重
要行业部门、社会机构企业的联合应急处置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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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重要行业认真研究落实重大措施 
 
以国家网络安全法律、政策、标准为依据，搞好行业网络安
全规划，出台政策标准 
落实网络安全与信息化建设三同步要求。“同步规划、同步
设计、同步实施” 
依据国家、行业政策标准，结合生产、业务、管理等实际，
从信息安全工作和重要信息系统保护两方面，“定制”信息安
全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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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保护本行业生产业务安全、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为目标，
以等级保护作为抓手，从行业管理体制机制、政策体系、技
术体系、标准体系、实施指南和规范等多层面进行认真规划，
并实施一系列重大专项加以落实。 
全面梳理网络信息安全工作和重要信息系统安全保护中存
在的突出问题 
全面梳理本行业、本部门网络和信息系统基本情况，掌握
其数量、分布、应用和安全保护状况，作到“底数清、情况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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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实重视和加强行业监管，大力开展监督检查，有效落实
安全责任。 
落实开展信息系统定级备案、安全建设整改、等级测评等
工作的有效措施。 
深入开展安全监测、通报预警、远程技术检测、应急演练
等重点工作 
加强网络安全机构、队伍建设，加强培训，提高整个行业、
队伍开展网络安全工作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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