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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安全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要。网络安全产业和人才，

是网络安全能力的两大基础。因为有了丰富的优秀人才，才

可能有持续的技术创新，而有了繁荣的产业，才能让创新的

技术成为产品和服务真正发挥作用，也才能让网络安全形成

良好的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然而我国的网络安全产业经过二

十多年的发展，尽管很多专家学者或者业界精英一直在不断

大声疾呼和持续努力，到今天为止却依然发展得不尽人意。

这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们的思路是否有需要调整的地方，

可能需要重新思考。 

一、 我国网络安全产业的几个现象 

1、关于产值。有一组数字比较有趣。一般认为，我国网

络安全产业到目前为止大概在300亿到 500亿人民币左右的

规模；我国每年黑灰产的“产值”至少达到 1000 亿人民币。

根据以前的调研结果估算，黑灰产每获取 1元钱，其造成的

损失在 10-30 倍左右。也就是说，每年我国黑灰产造成的损

失是万亿级别的。这几个数字放在一起就比较耐人寻味了：

如果每年有万亿级别的损失，为什么网络安全产业才能做到

百亿级别？网络安全产业界能帮助客户挽回多少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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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产业构成。全球网络安全市场中主要收入来源于

安全服务，而我国的网络安全市场安全硬件是主要收入来源。

这个现象反映的是我国网络安全用户依然认为可以看到的

“盒子”才是货真价实的，而对更具安全保障实效的软件、

运营和服务缺乏重视。 

3、关于安全现状。我国的网络安全现状不容乐观。以数

据安全为例，过去几年，在数据安全能力成熟度模型（DSMM）

的试点推广过程中我们进行了大量的测评，数据表明，从数

据安全的视角来看绝大部分企业或者组织的能力非常欠缺，

全社会的数据安全保护能力比较低。各类不断出现的数据安

全事件也从另一个侧面验证了这一点。然而我国传统网络安

全产业在满足今天不断增长的数据安全需求方面却还存在

很大不足。 

从以上现象我们看到，网络安全产业存在几种矛盾交织

的现象：一是网络安全问题很突出、客户损失很大，二是客

户对安全的理解存在偏差，三是网络安全产业在帮助客户减

少损失方面似乎或者有劲使不上，或者心有余而力不足和。 

二、 我国网络安全产业存在问题的重新思考 

1、网络安全产业需要真正从满足客户需求出发，才能实

现良性可持续发展和繁荣。政策扶持可以起到早期技术突破

或者产业孵化的作用，但是长远的发展或者产业做大还是要

依靠真正给客户带来价值。整个世界都在进入快速变化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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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我国目前是数字经济发展 快

的国家，也是数字经济 发达的国家之一，因此我国也是网

络空间安全遇到问题 多 复杂的国家，对网络安全产业界

来说这也意味着全球难得的机会。我国的网络安全产业是否

需要调整自己，找准当前时代的客户的安全痛点？面对那万

亿级别的损失，或者黑灰产千亿级别的“收入”，网络安全产

业界能做些什么？ 

2、网络安全产业需要服务广大社会客户。当我们说到国

家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说到一些特定重要信息系统安全

的时候，我们很容易理解网络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但是这

不等于说网络安全产业的客户就仅仅是和国家安全相关的

党政军等部门。因为如今的数字时代网络安全和每一个行业

都开始发生深刻关联，每个部门、机构、企业甚至个人都将

有网络安全需求。一方面，这些需求关系到每个企业和普通

百姓的利益，这也是网络安全产业界应该肩负的责任，另一

方面，这种市场需求也是网络安全产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所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网络安全需求是网络安全产业

责无旁贷的任务，也是产业生存和发展的动力源泉。 

3、网络安全更多地变成内需，才能让网络安全产业健康

持续发展。传统的思路习惯于制定网络安全法律法规或者标

准要求，然后用检查和处罚的方式“逼迫”客户进行网络安

全投入，进而带动网络安全产业发展。这种方式是一定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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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的必然，在今天一些特定场景下也依然存在必要性，但

无法保证网络安全产业的健康持续发展。因为这种思路下，

客户只是被动执行、以实现合规免责为目标，而不是从保护

自身利益、以实现安全风险可控为目标。面对不断变化的安

全对抗，前者比较机械和表面功夫，后者才能适应自己的情

况、适应对抗的变化和解决客户问题。由于网络安全中的不

少威胁类型会直接给企业带来严重损失，越来越多的企业其

实不需要别人替他着急，自己就会有强烈需求，而这部分需

求会成为网络安全产业 有活力的部分。当然，网络安全十

分复杂，从让我做，变为我要做，使网络安全更多地变成内

需，需要一个持续教育和发展的过程。 

4、简单化的处罚政策无助于网络安全，需要更加细分。

有一种观点认为网络安全产业做不起来是因为处罚不够大，

这是一个过于粗放的结论。既然网络安全是和攻击者之间的

对抗，那么我们就都理解“没有百分之百的安全”，也理解“魔

高一尺、道高一丈”和攻防相长的道理。因此，简单化地施

行“谁出事谁挨罚”的结果就是，谁今天刚被攻击者狠砍了

一刀后，明天就要再被处罚一遍。这就如同家里孩子被坏人

欺负了之后，家长不问缘由就再把孩子打一顿，这个逻辑是

不是有点问题？或者换句话说，如果被攻破的企业使用了某

个网络安全公司的产品，这个罚款就由这个网络安全公司来

承担？中国今天大约五千万家企业，80%估计都能很容易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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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破，如果只是处罚的话，今天这 80%的企业要被关门，一

年后可能 90%要关门，因为攻击者的能力又增长了。因此，

处罚政策需要细化，参考阿里巴巴平台治理的做法，就是“帮

助弱的、纠正错的、处罚恶的”。现实中大量的企事业单位是

因为不具备足够的资源和条件来完成必要的安全能力建设，

对他们应给予帮助，寻找更适合的方案来应对安全威胁。还

有一些企事业单位是存在理解或者认知错误，对他们应提供

更好的教育或者支持，让他们提早升级适应安全的变化。只

有那些故意做恶的或者不作为的企事业单位，才应该是受到

严重处罚的对象。谁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对象呢？就是网

络安全产业界。 

5、满足广大中小企事业单位的网络安全需求是重大的

挑战和难得机遇。在今天广泛互联融合的数字化时代，网络

安全能力相对薄弱的中小企事业单位会成为网络攻击者更

“偏爱”的洼地，也会是网络安全威胁的重灾区，同时也会

成为攻击者绕过大企业大机构安全防线达到攻击目的的路

径。可以说在今天这个时代，不要说各企业、机构，甚至连

不同的国家都是网络安全“荣辱共存”的关系了。大企业大

机构通常有相对更大的网络安全资源和力量，那些缺乏力量

缺乏资源的中小企事业单位的安全需求怎么解决？这既是

网络安全产业界的挑战，也是机遇。 

6、网络安全要求不能仅看“表面”，还要关注更深的产

E6636BC20180234D78E509342D30BCD0B2B9B20219155B70A9D98B39B1412B731B46B738915D3B0922392B08384668ECED1921AA11D06BA11B5EC25E37AE1BD5241A0F3D2020C497B4AD2BD76F574C54A821ED11762400566806119815D25C48DC8626976EB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379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