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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资讯

《教育部2022年工作要点》发布

2月8日，教育部发布了教育部2022年工作要点，六大部分35条要点涵盖了学习

宣传阐释党的创新理论、高校党建、教师待遇、“双减”、学校思政课建设、学生

身心健康、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高层次紧缺人才培养等一系列工作要点。其中，

同教育信息化相关的工作要点主要集中在第28条“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中，

包含“积极发展‘互联网+教育’，加快推进教育数字转型和智能升级。推进教育新

型基础设施建设，建设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创新数字资源供给模式，丰富

数字教育资源和服务供给，深化国家中小学网络云平台应用”和“强化数据挖掘和

分析，构建基于数据的教育治理新模式。指导推进教育信息化新领域新模式试点示

范，深化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融合创新”等内容。

来源：教育部【全文】

三部委发布《关于深入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若干意见》

1月底，经国务院同意，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关于深入推进

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若干意见》、公布第二轮“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

设学科名单，标志着的“双一流”建设正式进入新一轮周期。本轮新增加了7所高校，

分别是：山西大学、南京医科大学、湘潭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广州医科大学、南

方科技大学、上海科技大学，故共计147所。建设学科中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

等基础学科布局59个、工程类学科180个、哲学社会科学学科92个。北京大学、清

华大学自主建设的学科自行公布。

为增强建设动力，完善约束机制，对首轮建设成效并未完全达到预期、相比同类

学科在整体发展水平、可持续发展能力和成长提升程度方面相对偏后的部分学科给

予警示，相关学科应加强整改，2023年接受再评价，届时未通过的，将调出建设范

围。此外，第二轮建设名单不再区分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将探

索建立分类发展、分类支持、分类评价建设体系作为重点之一，引导建设高校切实

把精力和重心聚焦有关领域、方向的创新与实质突破上，创造真正意义上的世界一

流。

来源：教育部【概述】、【文件】、【名单】、【解答】

http://www.moe.gov.cn/jyb_sjzl/moe_164/202202/t20220208_597666.html
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s5987/202202/t20220214_599079.html
http://www.moe.gov.cn/srcsite/A22/s7065/202202/t20220211_598706.html
http://www.moe.gov.cn/srcsite/A22/s7065/202202/t20220211_598710.html
http://www.moe.gov.cn/jyb_xwfb/s271/202202/t20220214_59908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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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通信业统计公报》发布

2021年通信行业发展向好，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加快构建。1.电信业务量收较快

增长，实现良好开局；2.5G和千兆光纤网建设加快，网络供给能力不断增强；3.用

户规模持续扩大，夯实数字化转型基础；4.移动互联网流量迅猛增长，流量消费潜力

释放；5.普遍服务持续深化，共建共享有成效。

2021年，我国电信业务收入累计完成1.47万亿元，比上年增长8.0%。其中，云

计算、大数据、数据中心等面向企业的新兴数字化服务快速发展，收入比上年增长

27.8%，拉动电信业务收入增长3.6个百分点。全行业加快“双千兆”建设，推动国

家大数据中心发展，构建云网融合新型新型基础设施，赋能社会数字化转型的供给

能力不断提升。全国有超过300个城市启动千兆光纤宽带网络建设，全年互联网宽带

接入投资比上年增长40%。截至2021年底，建成10G PON端口786万个，已具备覆

盖3亿户家庭的能力。基础电信企业加强云网建设和部署，建设泛在融合、云边协同

的算力网络，提升云网融合服务的能力，2021年实现数据中心客户规模翻1番。

来源：人民邮电报【全文】

网信办公示关于IPv6技术创新和融合应用试点名单

1月18日，中央网信办公示了全国22个拟作为IPv6技术创新和融合应用综合试点

城市和96个试点项目名单，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网络中心和赛尔新技术（北京）

有限公司在列，四大运营商的集团公司及部分分公司也在列。高校中，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上海大学、中南大学和南开大学等多所高校入选。

来源：网信办【全文】

https://mp.weixin.qq.com/s/cFz44zGkjSOe2fvkN3J_uQ
http://www.cac.gov.cn/2022-01/18/c_164411268022566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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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12月底，我国IPv6活跃用户数达6.08亿，占网民总

数的60.11%。物联网IPv6连接数达1.4亿，移动网络IPv6流量占比达35.15%，固定

网络IPv6流量占比达9.38%，家庭无线路由器IPv6支持率达16%，政府门户网站

IPv6支持率达81.8%，主要商业网站及移动互联网应用IPv6支持率达80.7%。

三大基础运营商已完成骨干网、城域网和LTE网络IPv6升级改造，新建5G网络全

面支持IPv6，骨干直连点均实现IPv6互联互通。数据中心和域名系统基本支持IPv6，

内容分发网络（CDN）和云服务平台具备IPv6服务能力。市场上主流4G/5G手机终

端均支持IPv6，基础电信企业为宽带用户配发的家庭网关中，已获得IPv6地址的超

过80%。我国国内网民使用频度较高的200款移动应用程序（APP）均支持IPv6访问，

平均IPv6流量占比达52.89%，其中87款APP的IPv6流量占比超过65%。

来源：网信办【全文】

2021年我国IPv6发展取得明显进展

北京冬奥会数据通信网，相比以往采用不同网络承载不同业务的方式，这次仅用

了一张网络，就实现了对媒体转播、赛事报道、工作人员通信保障等多项业务的统

一承载，其背后关键技术的支撑就是“IPv6+”。其实现了：

1.应用感知，切片保体验。网络可以根据数据报文属性的不同，提供不同的QoS，

实现差异化的服务。对数据报文内容的精准识别，也可以帮助电信运营商掌握整个

网络中数据业务的流动趋势，更高效地进行资源协调，适时进行网络扩容。

2.SRv6，意图驱网络。借助SRv6，将奥运赛场的海量接入终端应用延伸到云端，

实现视频转播等业务的快速联接上云和业务质量保障，可以确保业务不绕路、不断

网、不丢包、不延误，进一步提升了现场用户的网络体验。SRv6与SDN技术相结合，

实现了网络的开放可编程，便于业务链的智能编排。

3.智能运维，AI助安全。“IPv6+”，为网络的安全可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结

合人工智能、随流检测、知识图谱等关键技术，对网络进行智能运维，智能预测网

络故障，实现自动、自愈、自优、自治的自动驾驶网络，将故障恢复时间从小时级

缩短到分钟级。

来源：华为培训【全文】

“IPv6+”在冬奥会现场的应用

http://www.cac.gov.cn/2022-01/28/c_1644970500230493.htm
https://mp.weixin.qq.com/s/pSmDwq0E4GIf-NGCq4bL0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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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信政企系统全面机构改革新建12个产业研究院

近日，中国电信集团系统集成有限责任公司更名为“中电信数智科技有限公司”，

并基于此旗下设立卫健、应急、政法公安、农业农网等12个产业研究院。产业研究

院成立后，政企信息服务事业群各行业事业部现有人员工作关系注入数智科技公司，

充分利用科改等改革政策，实行市场化薪酬。中国电信强调数智科技公司要加大投

入，提升产业创新中心的行业研究及平台研发能力，逐步向产业研究院过渡。

另外，中国联通在去年也对系统集成公司进行了改革，在原联通系统集成有限公

司、联通云数据有限公司、联通大数据有限公司、联通物联网有限责任公司、联通

智慧安全科技有限公司的基础上，整合成立联通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来源：C114【全文】

中国电信成立多家新公司

2021年9月以来，中国电信陆续创立一系列新公司，包括安全、交通、资产管理、

智能网络科技等，形成多角度、全方位、高纵深格局，所做的便是全面发力，所标

志的便是企业规模化开始上路，下一步追求自然是高质量发展的启动。

近日，中国电信旗下天翼乡村科技有限公司、中电信医疗健康科技公司相续成立，

注册资本均为2亿元人民币。相续诞生的新公司，一方面意在提升资本运营能力，促

使企业市场价值回归；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形成规模、形成联动、形成品牌优势，从

而壮大企业经济实力。

来源：晓说通信【全文】

两部委发布《关于促进云网融合加快中小城市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通知》

近日，工信部、国家发改委联合印发《关于促进云网融合 加快中小城市信息基

础设施建设的通知》。《通知》提出了5大任务：一是加快完善中小城市网络基础设

施。二是有序布局中小城市应用基础设施。三是积极推动中小城市云网技术融合创

新。加快SD-WAN、“IPv6+”等网络创新技术的部署，提供灵活组网、弹性随选、

智能敏捷、安全可靠的云网服务。四是大力培育基于云网基础设施的融合应用。五

是支持数字产业向中小城市聚集。

来源：工信部【全文】

https://www.c114.com.cn/news/117/a1186219.html
https://m.thepaper.cn/baijiahao_16691358
https://www.miit.gov.cn/zwgk/zcwj/wjfb/tz/art/2022/art_ee0d2a9d444247bca2a313ed88823cbb.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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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

1月16日至17日，2022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在“两个

大局”背景下，教育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必须跳出教育看教育、立足全局看教

育、放眼长远看教育，准确识变、主动求变、积极应变，抓住重大机遇，开创教育

新局面。会议指出：一是坚定不移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

二是巩固发展更加公平而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三是大力发展适应新技术和产业变革

需要的职业教育。四是创新发展支撑国家战略需要的高等教育。五是建设高素质专

业化教师队伍。六是以改革创新注入教育发展强大动力。七是在大变局中谋划教育

对外开放新策略。

来源：教育部【全文】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印发2022年工作要点

近日，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印发2022年工作要点，其中提出持续巩固提高学校

“双减”工作水平，积极落实基础教育“十四五”重要部署，大力实施基础教育数

字化战略行动，不断深化基础教育综合改革，加快构建高质量基础教育体系等要求。

在“12.深化信息技术应用改革”中提出“实施基础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注重需求

牵引，深化融合应用，赋能提质增效。整合建设基础教育综合管理服务平台，为基

础教育宏观管理和科学决策提供有力支撑。优化中小学学籍管理信息系统，严格规

范学籍管理。升级建设国家中小学网络云平台，进一步丰富数字化优质教育教学资

源，拓展服务功能，推动各地各校常态化应用”等内容。

来源：教育部【全文】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工作的意见》

该文件印发目的是为进一步发挥各级关工委和广大“五老”在教育、引导、关爱、

保护青少年方面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作用。其中，在第十条“加强教育阵地建设”要

求中提出“加强关工委网络阵地建设，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与现代信息技术

高度融合，打造线上线下有机结合、相互促进的关心下一代工作平台”。

来源：中国政府网【全文】

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moe_1485/202201/t20220117_594937.html
http://www.moe.gov.cn/s78/A06/tongzhi/202202/t20220209_598277.html
http://www.gov.cn/zhengce/2022-02/09/content_567275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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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双一流”认定不与各种大学学科排名、论文指标等挂钩

教育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双一流”建设坚决克服“五唯”的顽瘴痼疾。一是建

设动态监测中，定性描述与定量数据相结合，不把帽子和论文数量等作为监测点。

二是在建设成效评价中，注重体系性、诊断性、集成性和发展性，突出质量、服务

和贡献，坚决摒弃数论文、数帽子的做法，不简单以论文数量、排名变化、帽子数

量等作为评价指标。三是在认定建设范围中，把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和人才培养质量

作为基本门槛，把学科内涵建设、特色发展、质量水平作为基本依据，突出建强促

优，综合设置认定条件，不与各种大学学科排名、论文指标等挂钩。

来源：中国教育在线【全文】

“双一流”高校未来发展方向

1.既瞄准创新前沿，又服务区域发展。一是要强化大学创新体系建设，瞄准国家

高精尖缺领域，承接重大课题，产出重大成果。二是要融入区域和行业创新体系之

中，加强科研成果转化，促进教育、人才、创新与产业有机衔接，以更加突出的贡

献争取地方和行业更大支持。2.既打造第一方阵，又淡化身份色彩。3.既分类支持，

又开放自主。“双一流”高校要探索分类建设、分类放权、分类评价的机制，进一

步激发建设高校的主体作用，促进高校自主特色发展，探索办学新模式。

来源：中国教育在线【全文】

推进5G与教育双向赋能和融合创新

教育部科学技术与信息化司司长雷朝滋指出“5G+智慧教育”试点将发挥以下作

用：一是促进教育教学模式的变革，扩展优质教育资源共享范围，提升教育品质，

促进教育公平和优质均衡发展；二是有效支持教育评价改革深化，通过教育大数据

的深度应用，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三是激发供给侧改革和需求侧

应用活力，构建以信息技术为支撑的教育新生态，推动智慧教育的规模化、常态化

应用，提升教育服务供给能力。工信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提出当前教育领域

对5G的应用需求有以下方面：一是搭建跨校区、地域的5G教育专网，支撑多方信息

资源共享，将教学覆盖范围从同城多校区、多网点扩大至一校跨多省；二是以5G广

泛连接校园设施、资源和师生，实现精细化校园管理，深化智慧校园建设；三是利

用5G技术开展大规模远程教学和多学科虚拟仿真实验实训教学。

来源：中国教育在线【全文】

https://news.eol.cn/yaowen/202202/t20220214_2208141.shtml
https://news.eol.cn/yaowen/202202/t20220215_2208216.shtml
https://news.eol.cn/yaowen/202201/t20220129_220639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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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末各国IPv4地址占有情况

与大宗商品市场一样，市场价格反映了供需平衡以及供需的未来预期。2016年

之前的初始数据反映交易量相对较低，价格稳定，略低于每个地址10美元。最近18

个月价格呈指数级上涨，到2021年底价格已升至每个地址45美元至60美元之间。

截至2021年底，美国占有全球超过4成的IPv4地址池，中国人均IPv4地址仅0.24

个。

来源：APNIC【全文】

各经济体IPv4地址池分配情况

Internet2下一代基础设施运行，向全自动化的400G过渡完成

1月18日，Internet2宣布，其研究和教育网络流量已完成向第五代骨干网的过

渡，该主干网与37个州和地区网络互联，为美国每个州提供服务。该网络在国家宽

带基础设施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为满足研究、教育和全球合作的苛刻需求提供高容

量和先进的服务。

被称为下一代基础设施（NGI）的新网络的光学层现在支持每段高达32兆比特，

增量为每秒400-800千兆比特的新一代转发器。NGI的新数据包层为每个位置提供每

秒8-16PB的端口容量。NGI提供了新的软件驱动的高级功能，同时也创造了一个更

为环保的足迹，通过最新的硬件改进，预计功耗将降低70%。

来源：中国教育网络【全文】

https://labs.apnic.net/?p=1572
https://mp.weixin.qq.com/s/cGc7GRX0LhCWB8F73YyNm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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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SAT考试将于2024年正式在北美改为机考

美国大学理事会宣布，SAT考试将于2024年正式在北美改为机考。机考的一大

优势就是辅助工具非常多，除了一些高光笔，放大缩小隐藏句子等功能，还可以使

用计算器。考生可以在考试结束后几天即可知道成绩，不必像过去一样等候数周。

同时不管有没有疫情，美国大学理事会都不准备让学生在家里以机考方式应考。大

学理事会指出，学生可以携带自己的笔记型电脑或学校提供的电子装置前往考场参

加考试，软体设计能让学生在电脑出现技术问题时持续考试，大学理事会将提供设

备给没有自备电脑的学生使用。

来源：华人生活网【全文】

美国三大云巨头业绩发展经验借鉴

从IaaS基础设施看，国际云厂商正在全面拉开与国内云厂商的差距。国际数据机

构Statista最新报告显示，亚马逊AWS继续领跑，市场份额为32%，微软Azure位居

第二，市场份额为21%。谷歌云在2021年取代阿里云成为全球第三大云厂商，份额

为8%。对比三家云公司的业绩发展总结：其一，亚马逊AWS、微软云、谷歌云

2021年依旧维持着高增长，其收入增速甚至超过疫情前。与此相反，中国云厂商收

入增速在2021年开始下滑。其二，微软云正在缩小和亚马逊AWS在公有云市场的距

离。微软云收入规模、利润率均高于亚马逊AWS。由于在传统IT市场积淀多年，微

软云的产业布局也比亚马逊AWS更完整。其三，亚马逊AWS、微软云的利润率远高

于中国云厂商，且不可复制。国内云厂商在中国市场特殊性、政企客户倾向私有化

部署、大型客户定制化需求繁多等因素的影响下，无法简单模仿海外企业的路径。

来源：财经十一人【全文】

2022年美国的宽带建设高潮

美国政府的基础设施投资和就业法案已经在宽带领域注入650亿美元，国家通信

和信息局NTIA将是这笔钱使用的监管方。全美50个州和各个特区都可以申请，地方

政府也有对资金使用的一定权力。据预测，AT&T，Verizon，Lumen，Frontier，

Consolidated通信，Windstream，Ziply这些传统运营商都会积极投入。比2021年

500万个新增FTTH覆盖，2022年将达到800万，2023年会增多到1000万。预计

2022年光纤宽带用户增速会超过15%，FTTH建设将会同比增长50%。

来源：光纤在线【全文】

https://mp.weixin.qq.com/s/CpmirQ-xCEz0HWt2aSrTIA
https://mp.weixin.qq.com/s/k5rFPE7qkc1jgzkh6mCW1Q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NTc1NDYwMA==&mid=2650228094&idx=2&sn=6ca04583e160af1f0ed4da92b2a21ea1&chksm=bef042798987cb6f44b4558a1ed3cb33424ce5f59d46ecebba8746df56002429e50b5bb51902&mpshare=1&scene=1&srcid=0214ewlrjDLcarEeeXz9EocD&sharer_sharetime=1644817793647&sharer_shareid=9c53161cc3f0094bc78574515a1be7f4#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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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信通院发布《中国网络安全产业白皮书》

白皮书对2020年网络安全市场规模和结构总体情况进行概述，并对国内外政策、

技术产品体系、企业经营、资本赋能、产业生态等内外部因素的最新发展动态进行

重点分析，多维度展现网络安全产业发展态势。核心观点有：1、2020年全球网络

安全市场规模为1366.6亿美元，同比增长8.2%，增速低于2019年同期水平，但高于

2020年6月Gartner预测数据。2、2020年我国网络安全产业规模达到1729.3亿元，

较2019年增长10.6%，预计2021年市场将快速复苏，产业规模约为2002.5亿元，增

速约为15.8%。3、我国网络安全市场存在一定区域行业性特征，2020年华北、华南、

华东三大核心区域合计贡献的营收占比为73.9%。下游客户以政府、电信和金融行

业为主，三者合计占市场总营收的64%。4、我国网络安全上市企业价值水平和营收

增速、利润增速都有一定的相关性，但并非完全正相关等观点。

来源：中国信通院【全文】、【PPT】

亿欧智库：《2021中国政企数字化网络安全研究报告及TOP50企业榜单》

报告指出，近年在各项国家政策的重点关切下，网络安全行业迎来了高速增长。

据测算，2021年中国网络安全市场将达2017.3亿元，2023年将超2500亿元，

2021-2023年复合增长率达19.3%。2021年中国云安全、数据安全、物联网安全市

场规模分别为113.1亿元、68.4亿元、244.2亿元，2021-2023年各细分领域年均复

合增速均超过30.0%。关于未来发展的潜力方向，亿欧认为，未来3-5年内，数据安

全、零信任架构、云原生安全、隐私计算将成为技术热点。在报告中，亿欧基于经

营能力、市场潜力、用户认可和技术创新四大维度，评选出了“2021年中国政企数

字化网络安全TOP50企业榜单”，前三名是：奇虎360、深信服和奇安信。

来源：亿欧智库【全文】

http://www.caict.ac.cn/kxyj/qwfb/bps/202201/P020220124544366719425.pdf
https://www.sohu.com/a/519160985_121106854
https://www.iyiou.com/analysis/202201141027273


第三方报告分享

• APNIC：通过动态拥塞控制调优提高网络性能

• 中国信通院：全球数字产业战略与政策观察（2021年）

• 中国信通院：2021数字孪生城市白皮书

• 全国信标委：零碳智慧园区白皮书

• Gartner：2022年中国IT支出预计将增长7.89%

• 易观：2021年数字经济全景白皮书

• 中国教科院：2021年中国教师未来教育认知调查报告

• 清华大学：元宇宙发展研究报告2.0版

12

IDC：2022年中国未来连接10大预测

报告指出，连接技术作为最基础的信息通信基础设施，是数字经济的重要载体。

新兴技术将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因素之一。2022年中国未来连接十大

预测具体内容如下：

• 连接赋能业务：到2023年，中国中大型企业将有50%的IT员工的工作将从传统的

网络支持运营转向战略业务和技术创新。

• 无线优先：到2023年，“无线优先”将成为广域连接的主流，70%的中国企业、

工业和公共部门组织将加速无线连接的投资。

• 连接风险：到2025年，中国的头部1000企业每年仍将面临网络服务中断的系统风

险，这表明在连接冗余和服务弹性方面的投资仍然至关重要。

• 网络数据合规：到2023年，20%的中国组织将联合电信/云提供商构建在本地基

础设施上的主权云，以确保合规并限制域外连接、访问和数据迁移。

• 网络即服务：到2026年，30%的中国中大型企业将采用NaaS（网络即服务），

以实现运营敏捷性、服务定制和灵活的计费模式，来支持复杂的网络和多云环境。

此外还有连接韧性、协作办公2.0、富媒体、低碳网络、线上线下融合等内容。

来源：C114【全文】

https://blog.apnic.net/2022/01/24/improving-network-performance-with-dynamic-congestion-control-tuning/
https://blog.apnic.net/2022/01/24/improving-network-performance-with-dynamic-congestion-control-tuning/
http://www.caict.ac.cn/kxyj/qwfb/ztbg/202201/t20220128_396349.htm
http://www.caict.ac.cn/kxyj/qwfb/ztbg/202201/t20220128_396349.htm
http://www.caict.ac.cn/kxyj/qwfb/ztbg/202201/t20220128_396349.htm
http://www.199it.com/archives/1364860.html
http://www.199it.com/archives/1388198.html
https://www.c114.com.cn/market/39/a1186138.html
http://www.199it.com/archives/1380995.html
http://www.199it.com/archives/1385355.html
http://www.199it.com/archives/1384572.html
https://www.c114.com.cn/market/39/a118605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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