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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泽民信息网络思想发展轨迹及特点探析

郑兴刚，魏 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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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江泽民的信息网络思想发展轨迹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时期: 担任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时期和退休之后。
在担任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时期，江泽民提出了清醒认识信息网络的利弊; 加快发展中国的信息技术和网络技

术，推动中国信息网络快速健康发展; 在国民经济和社会现代化建设上，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

信息化; 在军队现代化建设上，要以信息化带动机械化的信息网络思想。退休之后，江泽民依然高度关注信息

网络发展，提出了要高度重视信息技术产业的作用和地位、深刻把握信息技术产业发展趋势、正确认识信息技

术产业发展特征、抓住信息技术产业发展的关键、加大信息技术产业的政策扶持以及要高度关注国防信息化装

备建设的新观点。纵观江泽民的信息网络思想发展轨迹，可以清楚地发现江泽民信息网络思想的鲜明特

点———高瞻远瞩、与时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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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Development Route of Jiang Zemin’s Thoughts
on Information Network and Characteristics

ZHENG Xing-gang，WEI Biao

( College of Marxism Education，Nankai University，Tianjin 716000，China)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route of Jiang Zemin’s thoughts on information network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periods: that of his being taken as the highest leader of the Party and the state and that of retirement． In
the former period，Jiang Zemin put forward his thoughts on information network this way: it is necessary to un-
derstand its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information and network technology
must be accelerated to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China’s information network; in the national eco-
nomic modernization，the strategy of accelerating industrialization through informationalization and promoting
informationalization through industrialization should be taken; in military modernization，the strategy of accel-
erating mechanization through informationalization to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military information and
build the informationalized army． After retirement，Jiang Zemin is still highly concerned about the develop-
ment of information network and emphasized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role and posi-
tion，grasp the development trend，seize the key to the development，increase policy support fo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dustry and pay great attention to the technology equipment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defense infor-
mationalization and take informationalization as the core of military refor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Loo-
king at the development route of Jiang Zemin’s thought on information network，the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of his thought in this regard can be clearly found: high looking and far seeing and advancing with the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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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深刻影响人类历

史进程的重要物质力量。从 1969 年的阿帕网到

后来的互联网，信息网络的发展可谓日新月异。
信息网络的迅速发展，对政治、经济、军事、科技、
文化、社会等领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极大地改变

了和改变着人类的生产、生活、思维、交往方式。
江泽民密切关注信息网络发展前沿，深刻洞悉信

息网络发展趋势，对信息网络作了大量深刻论述，

提出了一系列信息网络思想。深入研究江泽民的

信息网络思想发展轨迹及特点，对于我们认清信

息网络的利弊和发展趋势，并在此基础上制定正

确的信息网络发展战略以促进信息网络健康快速

发展，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江泽民的信息网络思想发展轨迹

江泽民的信息网络思想发展轨迹，大体上可

以分为两个时期: 担任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时期

和退休之后。
( 一) 担任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时期

江泽民曾长期担任电子工业部部长的职务，

为推动中国电子工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担

任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之后，江泽民依然高度重

视信息技术发展，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信息网络的

重要思想。
1． 必须清醒认识信息网络利弊。互联网的发

明，是 20 世纪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互联网的

横空出世，极大地影响了人类历史发展进程。江泽

民认为，互联网利弊兼具，对此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江泽民指出，信息网络的发展，对人类的生产

生活产生了一系列革命性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

在: 信息网络化的迅速发展，全面而又深刻地影响

着人类生产生活。网络具有开放性、匿名性、平等

性、交互性、广泛性、便捷性等特点，极大地改变了

和改变着人类的生产、生活、交往和思维方式，网

络化生存也成为信息化时代人类的新型生存方

式。江泽民曾在不同场合一再强调信息网络的积

极作用，指出:“信息网络化的迅速发展，对政治、
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社会等领域产生了深刻的

影响。它使各国经济与国际经济的联系更为便

捷，相互影响也更直接，突出表现在网上媒体、网
上教育以及网上银行、网上交易、网上营销等电子

商务的蓬勃发展……信息网络化直接导致了军事

领域的革命性变革，空前地提高着军队的信息战、

网络战能力，数字化部队建设已开始成为发达国

家军队建设的重点。信息网络化还为各种思想文

化的传播提供了更便捷的渠道，大量的信息通过

网络伸入到社会的各个角落，成为当今文化传播

的一个重要手段”［1］262 － 263，“因特网的迅猛发展，

对世界经济增长和各国人民加强交往具有重要作

用。”［1］266此外，江泽民还突出强调了信息网络化

在丰富群众生活和推动党和国家工作中的积极作

用，指出:“信息网络的发展，不仅为我国经济增

长提供了新的动力和支撑点，而且为群众丰富文

化生活，为党和国家机关改进工作，提供了新的手

段和途径。”［1］271

信息资源已经成为极其重要的资源。所谓资

源是指一国或一定地区内拥有的物力、财力、人力

等各种物质要素的总称，包括自然资源和社会资

源两种。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类对资源的认识的

不断深化，资源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农业经济

时代，资源主要指土地、矿山等自然资源; 工业经

济时代，资本、劳动等被视为重要的资源; 信息化

时代，知识、信息等要素成为新的资源，在人类生

产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信息资源不

仅仅是一种经济资源，而且也是一种极其重要的

政治、权力资源。江泽民指出: “信息资源已经成

为与物质资源同等重要的资源，其重要作用正在

与日俱增。信息高速、广泛传送的特点，使世界形

成了一个没有边界的信息空间。万水千山，天上

人间，信息广泛传送。远程教育、远程医疗、电子

商务、电子邮件、虚拟现实的发展，使人们的生产、
学习和生活方式发生着深刻的变化。随着知识创

新和技术创新的不断推进，物质生产与知识生产

相结合，硬件制造与软件制造相结合，传统经济与

信息网络技术相结合，将形成推动 21 世纪经济和

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1］265

在充分肯定信息网络的革命性作用的同时，

江泽民也清醒地认识到信息网络给人类带来的一

系列负面影响。互联网上存在大量有毒有害信

息，给政府管理和社会管理提出了严峻挑战。网

络技术是一把双刃剑，既给人类的生产生活产生

了革命性影响，也带来了一些消极的负面效应。
江泽民严肃地指出:“必须看到，网上也存在一些

值得高度重视的问题。如反科学、伪科学、不健康

的甚至十分有害的信息垃圾泛滥，黑客攻击甚至

造成通信中断、网络瘫痪等等。信息和网络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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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国家安全”［1］275，“因特网上也存在一些令人

不安的问题: 反科学、伪科学、不健康的甚至十分

有害的信息垃圾泛滥; 有些人有目的地发布不符

合事实的信息，误导人们对真实情况的认知; 个人

隐私、企业秘密难以保全，黑客攻击甚至造成通信

中断、网络瘫痪。”［1］266 对于互联网上这些“值得

高度重视”和“令人不安”的问题，江泽民要求我

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直面挑战，加强管理。他指

出:“信息网络化的发展也给我们的政府管理和

社会管理提出了新的问题。比如，随着信息网络

化的发展，网上一些迷信、色情、暴力和其他有害

信息的传播，对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少年的身心健

康造成很大危害; 网络违法犯罪行为日益突出，网

上诈骗等种种违法活动干扰了市场的有序运行;

敌对势力利用信息网络进行意识形态渗透，散布

政治谣言，企图搞乱我国安定团结的大局，搞乱人

心; 等等。同时，在如何保障我国信息安全方面也

存在不少问题。如果对这些问题不注意、不警惕、
不加紧解决，对信息网络不加强管理，势必导致严

重后果。”［1］271

世界各国之间“信息鸿沟”不断加大。信息

网络技术发展是极不均衡的，西方发达国家尤其

是美国由于掌握了网络核心技术等信息资源，并

不断加大信息网络技术研发和基础设施建设力

度，使这些国家的信息网络呈现加速度发展趋势;

而广大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文化、信息技术落后

等原因导致在信息网络方面进展迟缓，使得东西

方国家之间的“信息鸿沟”不断加大。“值得注意

的是，各国的信息网络化水平目前还很不平衡。
发达国家具有信息技术优势，拥有越来越多的信

息资源，成为信息富国。发展中国家信息技术相

对落后，不仅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低，在信息化

方面也相对贫困。当今世界，信息化水平差距不

是在缩小，而是在进一步扩大。”［1］265

江泽民坚持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对信息网络

的利弊进行了全面分析，这对于我们全面准确地

认识信息网络的利弊，时刻保持对信息网络的清

醒认识，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2． 加快发展我国的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推

动我国信息网络快速健康发展。江泽民认为，信

息网络虽然利弊兼具，但是，总体而言，是利大于

弊。信息网络作为一个新生事物，具有蓬勃的生

命力和无限广阔的发展前景，代表了人类历史的

前进方向。因此，我们必须直面挑战，兴利除弊，

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我国的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

推动我国信息网络快速健康发展，而不能以偏概

全、因噎废食。“我们要抓住信息网络化发展带

来的机遇，加快发展我国的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

并在经济、社会、科技、国防、教育、文化、法律等方

面积极加以运用……同时，我们也应高度重视信

息网络化带来的严峻挑战。我们可以利用它来为

我们的改革和发展服务，为传播我们的思想文化

服务。”［1］263

发展信息网络必须坚持“积极发展，加强管

理，趋利避害，为我所用”的“四项基本原则”。发

展信息网络必须坚持正确的指导方针，制定科学

的发展战略，才能保证信息网络的持续、快速、健
康发展。江泽民强调: “我们要坚持‘积极发展，

加强管理，趋利避害，为我所用’的原则，努力提

高信息和网络安全的研究开发水平，建立信息安

全标准，完善相关的信息安全法律法规和执法、监
督体系，形成公平、合理、有序的市场环境。还要

积极促进制定国际互联网公约，与国际社会共同

加强信息安全管理。”［1］275

要推动信息网络快速健康发展，必须加大网

络法制化、制度化建设和人才培养力度。发展信

息网络，不但要有科学的方针指引，还必须具有具

体的法律、制度、人才等条件支撑，否则，必然导致

信息化建设偏离健康、有序、可持续发展轨道，大

力发展信息网络技术的宏愿也必将流于空谈。江

泽民指出: “我们必须进一步研究和采取切实有

效的措施，在加强网络安全保障体系建设的同时，

更要注意充分运用法律手段，搞好对信息网络的

管理工作，以推动信息网络快速健康发展。”［1］271

“要保障和促进信息网络健康有序发展，就必须

加强和完善信息网络立法，加强信息网络方面的

执法和司法，积极参与国际信息网络方面规则的

制定，而 且 还 要 加 强 信 息 网 络 管 理 人 才 的 培

养。”［1］271 － 272

领导干部必须加紧网络化知识学习，努力适

应信息网络化的特点。“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

部就是决定的因素。”［2］领导干部作为党和国家

的骨干力量，对社会发展起着重要的导向和牵引

作用。领导干部的素质如何，直接关乎党和国家

的前途命运。发展信息网络，同样离不开领导干

部领导作用的发挥。更重要的是，信息化时代，党

和政府的执政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给党和政

府的执政带来了严峻挑战。领导干部必须努力适

应这一形势变化，不断加强网络知识学习，直面执

政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各地各部门的领导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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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必须加紧学习网络化知识，高度重视网上斗争

的问题。我们的党建工作、思想政治工作、组织工

作、宣传工作、群众工作，都应适应信息网络化的

特点，否则是很难做好的。”［1］263

要高度重视互联网的舆论宣传，善于利用信

息网络技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中国共产党一贯

高度重视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强调“党的思想政

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是

团结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党和国家各项任务

的中心环节，是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优

势”［3］74。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党的思想政治工作

也必须与时俱进。互联网作为一种先进的技术手

段，为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新平台和新

阵地，因此，必须高度重视和充分运用信息网络技

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江泽民强调要“重视和充

分运用信息网络技术，使思想政治工作提高时效

性、扩大覆盖面、增强影响力……互联网新闻已经

成为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阵地，国内外的敌

对势力正竭力利用它同我们党和政府争夺群众，

争夺青年。我们要研究其特点，采取有力措施应

对这种挑战。要主动出击，增强我们在网络上的

正面宣传和影响力。各级领导干部要密切关注和

研究信息网络发展的新动向，抓紧学习网络知识，

善于利用网络开展工作，努力掌握网上斗争的主

动权”［3］94。江泽民提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必须坚持“积极发展，充分运用，加强管理，趋利

避害，发挥优势，主动出击”的总方针。“要高度

重视互联网的舆论宣传，总的方针是积极发展，充

分运用，加强管理，趋利避害，发挥优势，主动出

击，不断增强网络上宣传的影响力和战斗力，使之

成为党和国家思想政治工作的新阵地，成为我们

对外宣传的新渠道。”［4］128 此外，江泽民还要求互

联网的舆论宣传必须坚持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

使“互 联 网 站 要 成 为 传 播 先 进 文 化 的 重 要 阵

地”［3］559。
江泽民坚持马克思主义矛盾观点，在全面分

析信息网络利弊的基础上，强调了革命性影响是

互联网发展的主流，并在此科学认识基础上作出

了加快发展中国的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推动我

国信息网络快速健康发展的战略决策。江泽民的

这一网络思想既坚持全面论，又坚持重点论; 既全

面准确，又重点突出。为我们坚持信息网络发展

的正确方向，推动我国信息网络快速健康发展提

供了重要的方法论指导。
3． 在国民经济和社会现代化建设上，要以信

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 在军事现

代化建设上，要以信息化带动机械化，加快军队信

息化建设，建设信息化军队。中国的现代化是典

型的后发赶超型现代化。相较于西方而言，中国

的现代化进程启动较晚，是在西方列强炮火的裹

挟下于 1840 年才被迫开始痛苦转型的; 而且，中

国的现代化进程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充满了无数

的艰辛和坎坷。由于主客观多方面原因，中国现

代化进程被极大地迟滞了，导致了中国在尚未完

成工业化之时又面临着信息化的巨大压力的发展

困境。如何推进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是事关中华

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抉择。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

审时度势，努力把握时代潮流，在党的十五届五中

全会上创造性地提出了“大力推进国民经济和社

会信息化，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发挥后发优势，

实现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的战略构想。江

泽民指出:“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表明，信息化对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作用，我们必须高度

重视并全力推进，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发挥后发

优势，争取实现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3］121。
在党的十六大上，江泽民进一步强调要“坚持以

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

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

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

路子”［1］277。江泽民的这一战略思想有效破解了

中国现代化建设发展困境这一世界性的难题，为中

国的现代化建设良性快速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
作为时任军委主席，江泽民也高度关注军队

的信息网络化建设。信息网络对人类生产生活各

个方面包括军事都产生着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信

息网络正逐步改变着人类战争的形态，使之由过

去的常规武器战争发展成为当今的信息化战争。
江泽民认为:“高技术战争，是以信息化为主要特

征的。新军事变革，实质上是一场军事信息化革

命。信息化正在成为军队战斗力的倍增器”［1］268。
因此，必须增强危机感和使命感，要“在加强军队

机械化建设的同时，加快军队信息化建设，以信息

化带动机械化，努力完成我军机械化和信息化建

设的双重历史任务［1］268 － 269”;“要深刻认识新军事

变革的本质，正确把握这场变革的发展趋势，充分

估计其战略影响，切实做好迎接新军事变革挑战

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1］285，积极推进中国特色

军事变革，建设信息化军队。
( 二) 退休之后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之后，江泽民从党和国

家领导职位上退下来。退休之后，江泽民继续以

一个革命家强烈的使命感和顽强的奋斗精神，继

续进行信息网络研究，努力探寻中国信息网络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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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道路，并于 2008 年 10 月在《上海交通大学

学报》上发表了《新时期我国信息技术产业的发

展》( 以下简称《发展》) 一文。在该文及会见该文

学习研讨会代表时的讲话中，江泽民提出了以下

信息网络思想:

1． 要高度重视信息技术产业的作用和地位。
江泽民一贯重视信息技术发展，在经过多年的研

究、思考、经验积累和智慧积淀之后，对信息技术

重要作用和地位的认识更加深刻。江泽民认为，

当今世界，信息技术发展极为迅猛。进入 21 世

纪，信息技术日新月异，其普及应用对经济、政治、
文化、社会、军事发展的影响更加深刻。江泽民从

国家发展的全局出发，从信息技术产业是科技创

新的前沿领域、信息技术产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

主导产业、信息技术产业是促进可持续发展的重

要力量、信息技术深刻改变着人类的生产生活方

式、信息技术是新军事变革的核心驱动力、信息技

术产业成为国际竞争的战略制高点等六个方面信

息技术产业的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阐述，进

而对信息技术产业的作用进行了科学定位，强调

指出“信息技术产业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倍增

器、发展方式的转换器、产业升级的助推器，是国

际竞争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的集中体现”［1］3。
江泽民的这一科学定位，使信息技术的革命性作

用显得更为具象化、立体化，从而将人们对对信息

技术革命性作用的认识又大大推进了一步。
2． 要深刻把握信息技术产业发展趋势。在深

刻研究中西方科学技术发展的基础上，江泽民以

宽广的国际视野和前瞻性的战略眼光对信息技术

产业发展趋势进行了科学预测。江泽民将信息与

物质、能量并列为客观世界的三大要素，指出在工

业化中后期，信息技术成为先进智能工具，信息资

源成为重要战略资源，信息技术创新成为先进生

产力的主要发展方向。“信息化是时代发展的大

趋势，信息技术产业将进一步成为推动经济增长

和科技创新的重要引擎。”［1］4 江泽民认为当今世

界信息技术产业主要呈现出以下发展趋势: 信息

技术孕育着新的重大突破、信息技术产业趋于持

续稳定增长、产业集聚和融合越来越明显、知识产

权和标准日益成为竞争的核心、信息网络将无所

不在［1］21 － 30。
3． 要正确认识中国信息技术产业发展特征。

信息技术产业作为信息化时代的一种新型技术产

业，具有迥异于工业化时代传统技术产业的特征;

中国的特殊国情使得中国的信息技术产业发展又

具有不同于西方的特征。江泽民认为，改革开放

以来，中国信息技术产业迅速发展，走出了一条政

府引导、市场驱动、开放发展的道路，有力促进了

经济社会发展。在深入研究中国信息技术发展历

程的基础上，江泽民总结出了中国信息技术产业

发展的特征: 国家战略决策引导产业发展、市场化

改革再造微观机制、开放促进外向型转变、技术进

步跨上新台阶、军民结合推动产业发展、产用结合

拓展发展空间［1］30 － 39。
4． 要抓住信息技术产业发展的关键。马克思

主义认为，在事物的发展中，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

要方面决定着事物的性质和发展方向，因此，在处

理问题过程中，必须善于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

要方面，发展信息技术也同样如此。江泽民强调

指出:“加快信息技术发展，必须有明确的发展战

略和发展重点。”［1］4 在系统回顾中国信息技术产

业发展的历程和客观总结中国信息技术产业发展

经验的基础上，江泽民提出了中国信息技术产业

发展的 24 字方针:“自主可控、开放兼容、融合集

成、军民互动、市场导向、跨越发展”［1］4，并提出了

中国信息技术发展的战略思路: 瞄准技术前沿，掌

握自主知识产权; 发挥国内市场优势，以应用带动

产业发展; 坚持在开放中发展，提高我国在国际分

工中的地位; 注重政府和市场联动，发挥集中力量

办大事的优势［1］40 － 43。鉴于信息技术的特点，江

泽民强调了集中精力、重点跨越的极端重要性，提

出“考虑到信息技术领域广泛、门类众多，不能全

面铺开，必须突出重点，有所为有所不为，要注重

发展微电子、计算机、软件、网络、关键元器件及其

材料等核心基础产业，以及宽带信息通信、下一代

网络、信息服务等我国最具国际竞争力的优势产

业，在这些领域应该集中力量重点攻关，力争取得

大的突破。”［1］5

5． 要加大信息技术产业的政策扶持。发展信

息技术产业，除了进行科学的战略规划外，还必须

有具体的政策支撑。只有通过具体的政策保障，

才能将科学的战略规划切实落到实处。否则，任

何科学的战略规划也都是空中楼阁。江泽民认

为，完善信息技术产业政策，是新时期应对国际竞

争、加快产业发展和推进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举措。
因此，“我们应该把信息技术产业政策放在经济

政策体系的优先位置，包括实施国家重大专项，推

进三网融合，鼓励国产化，实行有效的财税政策、
投融资政策、人才政策，等等。要通过政府有力引

导，制定市场规则，打破条块分割，健全法律法规，

为 信 息 技 术 产 业 发 展 营 造 良 好 的 政 策 环

境。”［1］5 － 6

6． 要高度关注国防信息化装备建设。人民军

队是中国国防安全的钢铁长城和社会主义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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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设者，在中国社会主义国防和现代化建设中

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江泽民高度重视军队信

息化建设，密切关注军队信息化发展动向，既一以

贯之，又与时俱进。面对国际范围内日趋激烈的

高科技军事竞争，江泽民大声疾呼: “我国必须适

应世界潮流，把信息化作为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

核心。军队和国防电子科技战线的同志，一定要

有开阔的视野和前瞻的眼光，积极推进中国特色

军事变革，积极采用电子信息技术带动和提升武

器装备的体系抵抗能力，加快信息化军队建设步
伐。”［1］6

《发展》一文深刻阐述了信息技术产业发展

的地位、作用和发展趋势，总结了中国发展信息网

络技术的成绩、经验及不足，并对中国信息技术产

业发展的方针和对策提出了科学建议。相较于退

休前而言，江泽民的这些信息网络思想显得更加

丰富具体，更具有前瞻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对

于江泽民《发展》一文的重要意义，国家工业和信

息化部电子科技委资深委员们给予了高度评价，

并特别强调了该文的重要现实意义，认为该文对

我们当前发展中所遇到的能源问题、原材料问题、
民生问题，甚至国际金融危机问题等都有很大启

发作用和借鉴参考价值［5］。江泽民的这些信息
网络思想是其信息网络思想发展历程中的一个新

的里程碑，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最新发展成

果。2008 年 11 月 6 日，张德江在出席《发展》文

章发表座谈会时高度评价江泽民的信息网络思

想，指出:“江泽民同志以全球眼光和战略思维，

明确了信息技术产业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

新定位，对世界信息技术及产业发展趋势做出了

新判断，对我国信息技术产业发展的历程做出了

新概括，提出了我国信息技术产业发展的新战略。
这篇文章凝聚了江泽民同志多年来对信息技术产

业发展的战略思考，是多年的经验总结和智慧结

晶，对新时期我国信息技术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指
导意义。”［6］

二、江泽民信息网络思想的特点

通过以上对江泽民信息网络思想发展轨迹的

梳理，可 以 清 晰 地 发 现 其 信 息 网 络 思 想 的 特

点———高瞻远瞩和与时俱进。
( 一) 高瞻远瞩

江泽民曾长期担任电子工业部部长及党和国

家最高领导人的职务。这些重要的领导岗位为江

泽民以宽广的视野和前瞻的眼光，为从战略全局

的高度思考中国信息网络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平

台，也赋予了江泽民信息网络思想以高瞻远瞩的

品质。

20 世纪 70、80 年代，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

场以计算机、互联网等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第三次

科技革命。在前两次科技革命中，中国都大大落

伍了。新科技革命是历史赋予中国追赶世界的最

后一次机会。能否抓住这一历史机遇，顺势而起，

实现中国的跨越式发展，这是对中国的严峻考验。
江泽民紧紧把握时代潮流，以其宽广的世界眼光、
丰厚的理论素养和敏锐的洞察力对信息网络这一

新生事物给予了极大地关注，对信息网络发展的

特征和趋势进行了前瞻性研究，在权衡利弊得失

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加快中国互联网发展的

重要指导思想和战略方针，并对中国信息网络发

展进行了超前部署，如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九五”计划和 2010 年远景目标纲要》中确定了

中国于 2010 年初步建立以宽带综合业务数字技

术为支撑的国家信息基础设施的远景目标，在
《发展》一文中对过去 30 年进行了科学总结，并

以全球视野和战略眼光对未来 20 年中国信息网

络发展进行了前瞻，对中国信息技术产业的大发

展做出了全面部署，提出力争到 2020 年前后把中

国建设成为信息技术产业强国的战略目标。江泽

民的这些信息网络思想为中国信息网络乃至现代

化发展指明了正确的前进方向，为中国抢抓历史

机遇，追赶世界潮流，实现科学发展，争取国民经

济和社会的跨越式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支撑。
实践证明，江泽民的这些信息网络思想是完全正

确的，并且随着时间的发展，愈来愈显示出其思想

的高瞻远瞩。
( 二) 与时俱进

除了高瞻远瞩之外，与时俱进的特性在江泽

民的信息网络思想中表现得也极为鲜明。与时俱

进、不断创新是江泽民一贯倡导和践履的理念，也

是贯穿江泽民思想发展历程的一根红线。早在
1992 年就提出: “过去有许多做法和经验已经不

适用了，要根据新的实践要求，重新学习，不断创

新，与时俱进。”［7］在党的十六大上，江泽民进而

强调指出:“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键在坚

持与时俱进”，“与时俱进，就是党的全部理论和

工作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

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

泉”，“创 新 就 要 解 放 思 想、实 事 求 是、与 时 俱

进。”［3］537 － 538江泽民信息网络思想的与时俱进的

特点与他一以贯之的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理念

是高度契合的。
江泽民网络思想的与时俱进，不但表现在他

治国理政的过程中，更表现在他退休之后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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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江泽民对信

息网络的认识也与日俱增。在担任党和国家最高

领导人期间，江泽民紧跟世界信息化发展的时代

潮流，密切关注信息网络发展动向，深入研究信息

网络的发展规律，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信息网

络思想，并做出了一系列促进中国信息网络健康

发展的战略决策和部署，如在 1993 年实施了金

关、金桥、金卡“三金”工程，1999 年实施“政府上

网”工程，2002 年，又将“三金”工程扩展到金宏、
金财、金税、金卡、金审、金关、金盾、金保、金农、金
水、金质、金旅等“十二金”工程。退休之后，江泽

民依然密切关注信息网络发展动向，认真总结规

律，在大量艰苦的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富

有时代性、前瞻性、创新性的新思想。在《发展》
一文中，江泽民在自己原有的信息网络思想基础

上进行了创新，提出了一系列新概念、新观点，并

对这些观点进行了精辟分析和论述，如使用了
“新时期”、“信息技术产业”的新概念，对将计算

机、互联网定位为引发第三次产业革命的代表技

术，将信息技术产业定位为经济增长“倍增器”、
发展方式“转换器”和产业升级“助推器”，提出了

信息技术进步速度加快和融合趋势明显、知识产

权和标准日益成为竞争的核心等新的论断。江泽

民的这些信息网络新思想丰富和发展了自己的信

息网络思想，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宝库增添了

鲜活的时代内容，对今天我们发展信息网络，建设

创新型国家建设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三、结 语

江泽民的信息网络思想发展轨迹大体上可以

分为两个时期: 在担任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时期，

江泽民提出了清醒认识信息网络的利弊; 加快发

展中国的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推动中国信息网

络快速健康发展; 在国民经济和社会现代化建设

上，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

化; 在军队现代化建设上，要以信息化带动机械

化，加快军队信息化建设，建设信息化军队的信息

网络思想。退休之后，江泽民依然高度关注信息

网络发展，提出了要高度重视信息技术产业的作

用和地位、深刻把握信息技术产业发展趋势、正确

认识信息技术产业发展特征、抓住信息技术产业

发展的关键、加大信息技术产业的政策扶持以及

要高度关注国防信息化装备建设的新观点。
江泽民的信息网络思想发展轨迹清晰地勾画

出江泽民信息网络思想的发展历程，充分凸显了

江泽民信息网络思想的鲜明特点———高瞻远瞩、
与时俱进。江泽民的信息网络思想及特点，对于

我们今天正确认识信息网络的地位、作用、发展趋

势，并在此基础上制定正确的信息网络发展战略

以促进信息网络健康快速发展、建设创新型国家

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启示和指导意义。“在“十二

五”规划编制的关键时期，重读《发展》这一经典

论著，重温《发展》对信息技术产业发展趋势的分

析和判断，对我国信息技术产业发展经验和教训

的总结和归纳，以及未来我国信息技术产业发展

的比较优势和历史定位，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

义。”［8］在推进中国信息化发展过程中，我们要深

刻领会江泽民信息网络思想的精神实质并不断进

行理论和实践创新，努力增强发展的预见性和前

瞻性，大力推动中国信息网络又好又快发展，努力

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信息网络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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