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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化传播应用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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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信息环境下，计算机技术开展进入我们的生活中，且在

教育、生产等各项领域中得到应用，对信息数据的快速传播、生

产效率的提升均产生了重要影响。信息化主要是应用智能化技

术创造生产力，具有智能化、高效化生产的特征，可转变传统的

管理及生产模式，构建规模较大且完善的信息网络系统。网络技

术促进了信息、数据的传播，与我们的生活密切关联，需要提升

信息化管理、智能化管理的重视程度。在明确了解计算机网络技

术的基础上，灵活应用信息化技术传播，促进现代社会的发展与

进步。本文将基于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化发展的现状进行分析，提

出关联发展建议。

1 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化传播的发展现状
1.1 安全防护措施不严
近年来我国计算机网络的发展速度较快，网络技术不断更

新，但是很多安全防护措施未能够随之更新，致使网络安全管理

中存在较大漏洞[1]。基于计算机网络安全管理的视角而言，具有
计算机、移动储存技术设备漏洞等问题，且计算机安全管理、防

护的关联制度不够全面，安全防范工作流于形式[2]。一些用户可
能违反规定，应用包含机密内容的移动硬盘下载文件、材料等，

存在信息被窃取的可能性。

当前计算机系统安全管控期间，多使用防火墙等软件，预防

病毒入侵，未能够对非授权用户进入进行针对性管理，对侵害性

较强的技术破坏形式、病毒等缺乏研究，防范措施不足。同时在

计算机网络管理流于形式、缺乏监管的情况下，则会造成各类信

息安全隐患的发生。

1.2 安全管理意识不足
计算机网络应用期间，工作人员的预防、管控意识直接关系

到安全管控的整体效果。但是基于具体的工作情况而言，多具有

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认知不足的情况，安全管理意识比较

匮乏，致使信息化网络传播中，存在诸多漏洞，影响计算机网络的

发展。

根据计算机网络应用的现状而言，多数用户使用计算机网络

沟通，但是在个人隐私保护意识不足的情况下，则提高个人信息

泄露的发生率。针对上述问题，需要加强对计算机网络应用者的

安全防护知识指导，实施计算机安全教育培训，提升计算机安全

管理的整体质量，从源头上预防不良问题的发生。

1.3 遭受人为原因破坏
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化传播的过程中，易受到人为因素的影

响，不利于计算机技术的规范化发展[3]。比如操作方式不当，则可
能会致使计算机病毒入侵。同时计算机网络中具有诸多“黑客”，

通过计算机网络窃取信息，盗取公共资源及国家秘密等，均会对

整体网络安全、信息安全产生不利影响。“黑客”的影响较大，“杀

伤力”较强，是网络安全的主要威胁。基于病毒发展的态势而言，

黑客攻击的方式主要是应用病毒破坏网络，比如自制病毒软件

等，对网络安全防火墙及系统进行攻击，影响网络安全。

2 新时期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化传播应用趋势
2.1 灵活融合行业技术
新时期计算机网络及信息化传播对企业发展的影响越来越

大，计算机应用的水平能够直接影响企业的智能化生产、管理能

力[4]。当前计算机变化、更新的速度较快，与不同行业的融合也越
来越密切。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计算机网络必将和不同行业技

术更加紧密关联，使计算机技术更好的辅助生产活动，提升生产

效率，合理应用各类资源，以计算机技术推动关联行业的发展。

2.2 优化利用各类资源
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化的发展，能够实现信息资源的数据化、

摘 要：针对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化传播应用的现状进行分析，问题主要表现在安全防护措施不严，安全管理意识不足
及遭受人为原因破坏等方面，影响计算机网络的合理应用及信息化传播的效果。 本文探究新时期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化传
播应用趋势，且提出相关的发展建议，以期能够合理应用计算机网络技术，传播与利用数据信息等，促进现代社会生产活
动的高效率、高质量发展，构建智能化生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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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化及实时化发展。企业可以通过计算机网络高效开展各项

生产活动，优化配置人力资源，对企业整体生产能力、生产效率

的提升可产生重要影响。

计算机网络及信息化传播，还能够提升企业的风险预警能

力，及时发现风险，处理及规避风险，强化计算机应用的能力，对

现代企业的智能化、持续性发展有益[5]。

2.3 拓展信息获取渠道
信息化环境下，网络技术、信息技术的全面合作，能够拓展信

息获取的渠道。通过计算机快速检索信息，获取关联的生产信

息、市场发展信息等[6]。网络作为一种有效的信息交流、互动渠
道，合理应用计算机网络与信息技术，能够为企业决策提供科学

数据支持，促进企业计算机管理能力的提升，促进社会信息的有

效传播及资源合理应用。

3 新时期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化传播的发展建议
3.1 严格执行规章制度
制定明确的计算机网络及信息化传播的管理制度，且严格遵

照制度进行管理，能够降低网络安全问题的发生率。现代计算机

网络快速发展的过程中，需要提高管理的重视程度，基于实际情

况完善管理制度。

首先，需要建立链网计算机审查制度。规定具体的联网条件、

联网人员的资格等等。根据个人的情况填写申请表，逐层审批且

到网管中心报备处理。专业人员链接，禁止私自联网问题的发

生，保证计算机网络信息安全。

其次，需要构建上网信息审查制度。根据不同部门、岗位的具

体责任与工作内容等，对其上网的权限、信息获取的资格等进行

检查。相关部门或者岗位在发布一些信息前，也需要由主管人

员、保密人员等进行检查，在检查合格后方可公布信息。

最后，需要建立信息技术安全制度。网络建设的过程中，合理

应用互联网安全隔离等全面防护技术，构建两套独立的网络体

系。基于硬件物理链接方面，保证信息化传播的安全性。网络终

端机需要在网络安全防控的基础上，进行严格审查及访问控制。

互联网应用期间，还需要加强局域网风险的检索，设置非法进入

报警制度，及时检出问题，限制非法进入的权限等，预防非法侵

入问题的发生。

3.2 增强安全管控意识
计算机网络安全及信息化的安全传播，与个人的安全防护意

识、专业知识掌握程度等密切关联。结合当前很多人员计算机应

用的具体情况而言，需要加大安全指导、培训教育的力度，尽可

能降低网络安全问题的发生率。

首先，需要对台式计算机进行全面管理。严格制定网络安全

应用的要求，对每一台计算机以级别进行管控。比如针对于 A型
台式计算机，需要放置一定的干扰设备，评比信号技术等，在使

用中需要通过安全口令实施操作。A型计算机要求不能联网，主
要是对保密级别的信息进行处理。针对于 B型计算机，可以适当
放置干扰设备，能够连接内部网络，对内部信息与工作内容进行

处理，但不能连接互联网。针对于 C型台式计算机，不能办公，但
是可以连接互联网，检索信息、收集信息等，严谨连接军网、局域

网等。在计算机网络管理的过程中，需要将每台计算机管理责任

到人，及时追查相关人员责任，做好日常网络安全应用情况的检

查工作，落实权责分明的管理条例。

其次，需要加强移动媒体的安全管控。不同级别、行业的工作

人员均需要增强安全防护意识，对各类办公应用的笔记本电脑、

U盘及移动硬盘等进行使用管理。根据其类型、等级等实施编号
管理，严格禁止带入公共场所或者私自上网。不可将公用的移动

媒体与私用的设备连接，尽可能降低信息泄露的发生率。

3.3 实施网络安全教育
信息化环境下，需要积极开展网络安全教育活动，提高每一

位工作人员的安全防护重要程度。首先，需要增强思想认识，保

持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比如可以定期开展网络安全教育活

动，学习保密规定的相关内容等，树立安全保密的意识。

其次，需要增强网络风险的抵御能力。积极学习网络安全防

护的方式，常见的“黑客”攻击特点，注意事项及处理方式等。在

合理应用信息技术的同时，也需要增强风险预测、抵抗的能力，

切实发挥信息网络应用的优势。

4 结语
计算机网络及信息化发展，对市场经济的发展可产生重要影

响。但是网络是一把双刃剑，能够在为人们提供诸多便利条件的

同时，提高网络安全问题的发生率，信息数据被盗取的问题时常

发生，需要加强安全知识、技术的学习，增强风险防控的意识。当

前各个企业及信息技术应用部门等，均需要提高认知程度，基于

内部管理的需求，设置不同的安全管理体系，安全防控制度等。

适应市场经济的变化，灵活应用计算机技术提高生产效率与生

产质量，同时也需要加强网络安全管理，促进我国计算机事业及

信息化技术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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