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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主可控产业互联网（十进制网络/FNV9）
（上接Z01版）如果继续现在的局面，一旦出现战争，少数
霸权国家就可以让对方国家的“.com”以及“.net”域名无
法访问，这在技术上非常容易实现。这样，就可以造成
一个国家的网络失灵或瘫痪，在信息战中处于被动挨打
的地位。

目前，我国连接Internet网络的海底光缆多数铺设在
台湾海峡和台湾海域附近。2006年年末和2007年年初台
湾及周围海域发生地震，数条海底光缆断裂，造成我国大
陆Internet网络运行速度大大受阻，局部甚至瘫痪。这让
我们领略了海底光缆发生问题给我们带来的各方面的影
响和损失，也警示我们对现有国际Internet网络的依赖给
我们所造成的巨大隐患。一旦网络出现崩溃，网络、信息
安全和畅通将无法得到有效控制和保障。

另外，凭借在域名管理上的特权，少数霸权国家还可
以对其他国家的网络使用情况进行监控，例如可以对某个
国家的政治、经济或科学技术等类别的网站进行流量访问
统计，从中大致分析出该国热门网站分布情况和网民的访
问喜好等。长期以来，我国党政军机关专用信息网络采用
搭建专线专网、实行物理隔离的技术手段，作为网络安全
的基本解决方案。这种安保措施的建设成本高，互通性能
差，无法做到既实现网络互联互通，又确保国家信息安
全。而有的地方主管部门领导习惯于现有因特网的技术
模式和商业模式，认为只要安装了防火墙，政务网络就很
安全。但实际上大多数防火墙不能真正实现网络的应用
安全。在我国，防火墙更多地被应用路由功能，而在加固
网络安全性上，目前的防火墙所施展的能量相对弱化。更
为严重的是，众所周知组成互联网的网络安全保障的核心
技术是芯片、操作系统和网络协议。而这三项核心技术都
由少数霸权国家掌握和控制，具体而言就是英特尔的芯
片，微软的Windows操作系统，以及IPv4和IPv6协议。现
有的防火墙产品都是建立在上述三项核心技术基础之上
的，并不能抵御掌握核心技术方面的控制和攻击。

基于上述现有互联网对我国的威胁，我们认为，权宜
之计是分散少数霸权国家在互联网管辖上的权力，减少
我国的风险。无论对于政府要害部门，还是对于企业而
言，都具有一定意义。但是要完全摆脱少数霸权国家在
域名管理上的控制权，那就必须要建设自己的新一代互
联网，在国内建服务器来完成解析世界上所有域名的工
作。可喜的是，目前我国已研制成功了具有完全自主知
识产权的新一代互联网协议IPV9，该协议已经在某些领
域应用。

FNV9国家“十四五”规划
目标与任务

国家“十四五”规划中的未来网络与网络安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

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以下简称：“十四五”规划），
规划草案对未来网络进行全方位、多角度描述，给未来网
络的发展指明了发展道路和路线图。

国家“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非常重视未来
网络，其中，第四章第四节将未来网络纳入“国家重大科技
基础设施”中的“未来网络试验设施”。“第四章第四节”如
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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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草案中的未来网络试验设施

将未来网络列入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前瞻谋划
未来产业”（第九章第二节），如图所示。指出开展“在类脑
智能、量子信息、基因技术、未来网络、深海空天开发、氢能
与储能等前沿科技和产业变革领域，组织实施未来产业孵
化与加速计划，谋划布局一批未来产业。”

前瞻谋划产业中的未来网络

规划中要求“加强网络安全基础设施建设”（第十八章
第三节）和“推动构建网络空间国际规则”（第十八章第四
节）。如图所示。

“十四五”规划中的网络安全与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国家“十四五”规划多次提到网络安全，“十四五”规划
中“网络安全”共出现16次，并单独用第十八章第三节进
行了论述，要求加强网络安全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维护政
治安全能力”，全面加强网络安全保障体系和能力建设，推
动联合国原则下的网络空间国际规则，坚定维护国家政权
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全面加强网络安全保障体
系和能力建设。严密防范和严厉打击敌对势力渗透、破
坏、颠覆、分裂活动。

FNV9的“十四五”目标和任务
“十四五”面临着与“十三五”期间完全不同的国际形

势，实行我国在2016年提出的“网络体系的国产替代”战

略已经刻不容缓。未来网络已经完成了基础实验，具备了
“可用性”，因此要根据“十四五”形势和未来网络自身发展
规律制定“十四五”发展目标，包括以下主要任务。

1.根据当前国际形势，从预防网络战和“断网停服”
“网络封锁”等角度出发，提出未来网络的国家战略需求和
性能指标体系，作为征求、筛选和确定国家未来网络总体
方案的依据，并采取“揭榜挂帅”制度，确保有能力的人和
团队胜任国家提出的艰巨任务。

2.全面评估总结“十三五”规划期间我国未来网络所
取得的成果和经验。对ISO未来网络所取得的技术突破
展开客观、科学的论证和验证，从而尽快地统一认识，确立
我国未来网络的发展方向，统一认识，指明方向，为进一步
形成未来网络国家意志奠定坚实的基础。

3.加强未来网络基础理论体系的整理和建设。对未
来网络曾经有历史争议的问题进行梳理，提供明确的答
案，并对后续发展所需要解决的理论问题进行前瞻性梳
理，制定进一步理论研究的规划方案。

4.开展未来网络既有科研成果的转化。发挥政府主
导作用，设立科技重大专项，促进未来网络技术走出实验
室和实验网，走向社会、走向市场、走向应用。

5.为国内经济内循环提供网络保障。未来网络要根
据党中央“经济内循环”的战略构想，研究如何通过“网络
内循环”体系的建设，为经济内循环提供安全保障。要把
未来网络内循环技术方案列入“新基建”和“新一代信息网
络”的范畴，鼓励开展先行先试。

6.开展未来网络组网工程。要组织省、市级示范组网工
程，鼓励先行先试，探索利用未来网络组建新一代国家骨干
网的方案和可行性，选择重点领域展开未来网络市场应用的
试点。对未来网络设备性能的提升，未来网络平稳运行的机
制和大规模组网的架构设计及设备供应等展开研究。

7.研究未来网络的国际策略。未来网络要密切关注
国际形势的变化，积极创造有利于我国自主可控未来网络
建设的国际环境，积极展开我国未来网络政策主权的国际
宣传，用基于平等主权和国际安全的未来网络新理念，作
为推进网络空间国际治理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动力。

8.展开未来网络应急部署计划。针对日益恶化的网
络空间安全形势和“断网停服”的威胁，“十四五”期间要抓
紧利用全新架构未来网络的技术成果，制定应急部署方
案，提高我国网络空间基础设施维持平稳运行的能力。

9.建设未来网络政策保障体系。对我国新开辟的未
来网络新空间的开发、利用和管理制定配套的法律法规体
系，包括制定“未来网络空间主权法”“未来网络资源分配
管理制度”、未来网络组网许可制度、未来网络科技产业培
育计划、未来网络安全测评和认证制度、未来网络边境防
御体系等。

10.制定2025年后的中长期研究规划。在《未来网络
安全架构》国际标准的引导下，展开未来网络安全技术体
系的后续研究计划，继续推动未来网络国际标准制定工
作，形成我国主导的未来网络国际标准体系，力争在2035
年形成“未来网络2.0”体系，实现从“可用向好用”的转变，
建成世界领先的未来网络安全体系。

（本文部分内容来源：《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课题
组》经典文献：中央党校2008年报告，第8期，2020.03.01，
有改动；国家商务部网站：http://scjss.mofcom.gov.cn/ar-
ticle/zl/zlzc/202103/20210303048609.shtml；《未来网络
国际标准研究通讯》，2021年4月1日第13期）

互联网核心技术是我们最大的“命门”，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是我们最大的隐患。一个互联网企业即便规模再大、市值再高，如果核心元器件严重依赖外

国，供应链的“命门”掌握在别人手里，那就好比在别人的墙基上砌房子，再大再漂亮也可能经不起风雨，甚至会不堪一击。我们要掌握我国互联网发展主

动权，保障互联网安全、国家安全，就必须突破核心技术这个难题，争取在某些领域、某些方面实现“弯道超车”。

——习近平主席《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4月19日），人民出版社单行本，第10页

构建中国自主可控产业互联网FNV9价值重大意义深远

十进制网络技术的诞生使我国成为世界上唯一能将
域名、IP地址和MAC地址统一成十进制文本表示方法的

FNV9对构建我国自主可控
产业互联网有重大战略价值

国家，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个在世界上拥有根域名解析服
务器和IP地址硬连接服务器和拥有自主的域名、IP地址和
MAC地址资源的国家，从而使我国事实上成为继美国之
后世界上第二个拥有和掌控网络域名和地址分配等稀有
信息资源的国家。这对于我国占领互联网技术制高点，打
破互联网领域的垄断具有重要意义。

十进制网络的问世使得我国能够：
1.建立互联网基础设施：十进制网络技术的突破使我

国能够成功建设IPV9路由器、十进制网关路由器、数字域
名服务器、IPV9 DHCP服务器、IPV9电子邮件服务器等互
联网基础系统，掌控了基础系统，就掌控了整个互联网。

（下转Z0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