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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8日，第4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在京发布。报
告从互联网应用发展、产业与技术发展及互联网安全等多个方面展示了
2018年我国互联网发展状况。

网络普及率接近六成

2018年，中国网民人数再增高，网络普及率近六成。由于“网络覆盖
工程”加速实施，互联网提速降费、智能手机的普及和网络基础设施“最后一
公里”逐步打通，居民入网门槛进一步降低。截至2018年12月，我国网民规
模达8.29亿，互联网普及率为59.6%。农村网民规模达2.22亿。

中国移动互联进一步深化。手机网民规模目前达8.17亿，网民通过手
机接入互联网的比例高达 98.6%。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从 2011年的 5.4亿
GB增至2018年的超711亿GB。2018年，网民平均周上网时长达27.6小时。

我国上网网民以中青年群体为主，但中高龄人群网民也在增长。截至
2018 年 12 月，10-39 岁群体占 67.8%，其中 20-29 岁年的占比最高，达
26.8%；40-49岁的占比由2017年底的13.2%扩大至15.6%，50岁及以上的
网民比例由2017年底的10.5%提升至12.5%。

信息技术位于世界前列

中国互联网重点技术领域发展势头良好，特别是在量子信息、人工智
能、大数据、区块链、虚拟现实、物联网标识等领域。

在互联网基础资源方面，域名、IP 地址为互联网平稳运行提供基础保
障。截至2018年12月，我国IPv6地址数量为41079块/32；域名总数为3792.8
万个，其中“.CN”顶级域名总数为2124.3万个，占域名总数的56%。

在 5G 领域，中国核心技术研发和标准制定取得突破性进展。截至
2018年3月，我国提交的5G国际标准文稿占全球的32%，主导标准化项目占
比达40% ，推进速度、推进质量均位居世界前列。重点城市5G规模组网建
设试点工作已陆续开展。2018年 12月，工信部发放了 5G频谱资源。国内
主要运营商联合终端厂商陆续启动研发计划，部分国产品牌已成功研发出
支持5G非独立组网（NSA）的预商用终端产品样机。相关厂商已于2019年

进行首批5G芯片的流片，同时运营商也已展开5G试验基站建设。
2018年，中国云计算技术呈现良好发展态势。阿里云已成为仅次于亚

马逊、微软的全球第三大公有云服务商，业务营收超213亿元，同比增长
超90%。腾讯前三季度云计算业务营收超过60亿元，同比增超100%。

网络治理取得显著成就

中国网络空间综合治理取得显著成效。数据显示，49.2%的网民表示
在过去半年中未遇到过任何网络安全问题，较 2017年底提升 1.8%。通过
分析用户遭遇的网络安全问题发现，上网设备中病毒或木马的用户比例明
显减少，较2017年底降低7.3个百分点。

调查发现，我国网络用户遭遇网络诈骗和感染网络病毒事件的发生率
大大下降。对遭遇网络诈骗的用户调查显示，2018年虚拟中奖信息诈骗是
最常见诈骗类型，占比为61.3%，同比下降9.2%。此外，网购诈骗、利用
虚假招工信息诈骗和钓鱼网站诈骗分别下降了4.6%、7.3%、5.8%。

2018年，相关部门加大对电信诈骗、网络谣言等问题的治理。电信诈
骗方面，6.1万条违规语音专线被关停，“400”涉案号码从2016年月均700
余个下降至个位数，用户举报和公安通报封停号码总量较2017年下降55%
和 66%。网络谣言方面，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于 8月 29日正式上线，
为群众提供了辨识谣言、举报谣言的权威平台，起到了良好社会效果。

嫦娥四号月面忙探测
嫦娥五号奔月去取土

嫦娥四号任务是 2018-2019跨年
的中国航天大戏。2018 年 5 月 21 日，
嫦娥四号“开路先锋”鹊桥中继星发
射升空。12 月 8 日，“嫦娥”本尊开
始本月之旅。2019 年 1 月 3 日，月宫
背面南极艾特肯盆地冯·卡门撞击
坑，“嫦娥”软着陆成功，成为第一
个抵达月背的探测器。此后，玉兔二
号月球车月面巡视探测拍下第一张月
背环拍图，着陆器生物科学实验成功
生长出第一片月球绿叶，玉兔二号经
受住了第一个月夜超低温的考验并被
成功唤醒，嫦娥四号着陆地被命名为

天河基地……条条重磅新闻接连刷

屏。此刻，嫦娥四号正静默休眠在第
二个月夜中，等待着太阳从月球地平
线冉冉升起。2019年前两个月，中国
嫦娥四号是世界航天名副其实的主
角。接下来，嫦娥四号还将开展一系
列科学实验，而每一个科学实验的过
程都可能是引人注目的航天事件，而
每一项实验成果都有望成为本年度重
要的航天成就。

与嫦娥四号任务交相辉映的是，
其“妹妹”嫦娥五号将于 2019 年底
奔月，任务是实现中国首次月球采样
返回，这也是中国探月工程“三步
走”中第三步的战略安排。也就是
说，与“姐姐”不同单程奔月不同，
嫦娥五号实现月面软着陆后，将不仅

开展月面探测活动，而且还要取得月
面样本，在踏上归途时将其带回来。
对嫦娥五号任务的实施过程，在中国
航天科技集团今年1月底举行的发布
会上，嫦娥五号探测器副总设计师彭
兢这样描述说，嫦娥五号发射后将绕
地轨道飞行，之后经过地月转移轨道
被月球引力捕获，转入环月飞行。在
月面预定区域着陆，采集月球样品，
经月面起飞、月球轨道交会对接和样
品转移、月地转移和再入回收等过
程，最后将月球样品安全送至地面。
至于带回的样本，航天科技集团公司
五院月球探测卫星总指挥兼总设计师
顾问叶培建在多个场合下均透露是月
球表面的土壤，重量为2公斤。

长五遥四托举“嫦娥”
长五遥三送“实践20”

值得注意的是，送嫦娥五号奔月
出征的是长征五号火箭。按照飞天顺
序命名惯例，该火箭的全称将被确定
为“长征五号遥四火箭”。熟悉中国航
天的朋友马上就会敏锐地意识到，遭
遇发射失利的长征五号将在 2019 年
底将会精彩亮相，迎来一次飞天机会。

长征五号又称“大火箭”“胖
五”，中芯级直径达 5 米，是目前中
国运载能力最大的火箭，地球同步转
移轨道和近地轨道运载能力分别达到
14 吨 级 、 25 吨 级 。 2016 年 11 月 3
日，长征五号在海南文昌发射场首飞
成功。2017 年 7 月 2 日，长征五号运

载火箭工程的第二发试验箭即“长五
遥二”火箭，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
点火升空后发动机推力瞬时大幅下
降，致使发射任务失利。技术团队展
开彻查工作并找到背后的技术原因，
认真完成了技术归零，重新投产和组
织地面实验。人们一直在等待长征五
号再次飞天。托举嫦娥五号飞天，助
力其奔月无疑是长征五号一次大展身
手的良机。长五遥四火箭与嫦娥五号
联袂演出，注定将成就 2019 年最激
动人心的航天大戏。

说到这里，细心的读者可能由此
做出以下的联想和推断：发射失利的
是“长五遥二”，发射嫦娥五号是

“长五遥四”，这就意味着在发射“嫦
娥”之前，长征五号还会有一次发
射，这就是长征五号发射失利后的首
飞即“长五遥三”出战“江湖”。这
正是 2019 年中国航天的规划重点内
容之一。

航天科技集团副总经理杨保华透
露说，根据计划，长五遥三火箭将在
今年7月中下旬复飞，其实施的航天
任务是发射实践 20 号卫星，这是基
于东方红五号卫星公用平台研制的新
技术试验卫星。此次发射任务意义重
大，一方面通过实施此次任务，全面
验证长征五号火箭的运载能力、轨道
设计等，另一方面，考核验证长征五
号与东五平台的协调匹配性，为后续
任务奠定基础。

火箭海上发射迎来首秀
重大卫星项目高歌猛进

1 月 21 日，长征十一号火箭上演
“一箭四星”的航天大戏精彩纷呈，但
是志存高远的中国火箭科技工作者正
在为该型撰写新的演出剧本。航天科
技集团一院长征十一号火箭副总指挥
金鑫透露说，按照计划，将对该型火箭
开展首次海上发射基础试验及海洋飞
行试验，试验地点就在中国黄海海域。

低纬度海上发射独具特点和优
势。不仅可以远离人口稠密区和繁忙
的空域，减少对居民或民航航线影

响，而且可以充分利用赤道区域地球
最高自转线速度，增加火箭的运载能
力，降低发射成本。掌握海上发射技
术是中国航天科技工作者孜孜以求的
一大奋斗目标。

中国现役火箭中，长征十一号作
为唯一固体燃料火箭，各方面性能指
标最适宜完成海上发射任务；另一方
面，长征十一号在实践中表现出优异
的性能，“服役”以来实施了 6 次任
务，均准时发射、精确入轨，可谓当
之无愧的“金牌火箭”。可以期待，
中国航天发射力量在黄海海域集结将
为世界奉献新的精彩。

2018 年被称业内人士称为“北斗
年”。中国自主导航系统“北斗”掀起
建设高潮，长征 10 送“北斗”，把 18 颗
的北斗卫星精准发射入轨，完成北斗
三号基本系统星座建设，覆盖能力和
导航定位精度大大增强，实现了从区
域到全球的伟大跨越。

2019 年，北斗导航系统建设继续
延续高歌猛进的发展建设势头。据介
绍，全年将出动7枚长征运载火箭，计
划再发射 10颗北斗卫星，进一步完善
北斗三号系统，向着全面完成全球组
网建设目标冲刺。

高分专项工程是国家中长期科学
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2006－2020
年） 的 16个重大科技专项之一，旨
在形成全天候、全天时、全球覆盖的
对地观测能力。根据规划，2019年将
发射高分七号卫星。该卫星是中国首
颗民用亚米级高分辨率光学传输型立
体测绘卫星，主要用于我国 1∶1 万
立体测图生产及更大比例尺基础地理
信息产品的更新。其可服务于我国重
大工程专项、国土规划和经济民生建
设，例如雄安新区建设、冬奥会场地
选址、“一带一路”重点项目等。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民营航天力
量将在 2019 年继续磨砺成长。根据
目前的公开信息统计，民营运载火箭
全年计划进行约 10次发射。其中，业
界知名的北京零壹空间科技有限公司
将于 3 月发射 OS-M 运载火箭，中国
民营商业航天有望由此实现新突破。

2019，中国航天好戏连台
本报记者 张保淑

第4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发布

中国主导5G标准化
项目占比达40%

赖 杰

1月11日，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腾
空而起将中星2D通信卫星成功发射入轨。10天之后，酒泉
卫星发射中心，长征十一号运载火箭一飞冲天，完成“一箭四
星”发射任务。中国由此拉开2019年航天大戏的序幕。

2018年，中国航天在世界航天发展中独树一帜、气势
恢弘，在全年全球实施的114次的航天发射中，中国航天
发射活动次数达到创纪录的39次，首次摘得世界航天年度
发射次数最多的桂冠。在2019年中国航天任务活动实施日
历中，将有哪些重要航天发射？将有哪些重磅航天器闪亮
登场、光耀太空？中国民营航天将经历怎样的成长和进
步？……让我们来一起探寻这些问题的答案，展望那些即
将上演的中国航天重头戏。

嫦娥五号上升器月面起飞示意图 （百度）

2016年11月，长征五号在海南文昌发射场成功首飞，成为中国运载能
力最大的火箭。图为长征五号在发射架上。 （新华社发）

2016年11月，长征五号在海南文昌发射场成功首飞，成为中国运载能
力最大的火箭。图为长征五号在发射架上。 （新华社发）

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是中国气象局直属的综合性大气科学科研机

构，是科技部支持的公益类研究院，担负着解决气象事业发展中全局性、

基础性、关键性、方向性重大科技问题，为中国气象事业可持续健康发展

提供科技支撑任务。为拓宽选人用人视野，进一步加强科技创新能力，提

高科技管理水平，特公开招聘部分研究所所长。现公告如下：

一、招聘岗位

（一）生态环境与农业气象研究所所长

（二）青藏高原与极地气象科学研究所所长

二、招聘条件

（一）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人正派、学风端正，具有良好的科

研道德；

（二）具有博士学位或研究员级职称；

（三）熟悉大气科学及相关学科，特别是应聘研究所主要研究领域的发展

动态，并具有较高的学术造诣，研究成果突出，在本领域具有较高的影响力；

（四）学术思想活跃，具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有参加重要科研工作

的经历，能够承担国家级重大项目，并带领科研群体开展创新研究工作；

（五）年龄一般不超过50周岁，特别优秀者可适当放宽。

三、招聘程序

（一）报名

应聘者将应聘材料邮寄或通过E-mail传至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人事

处。应聘者材料包括：

1.《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研究所所长申报表》，《申报表》可从中国气

象科学研究院的网站http://www.camscma.cn/下载；

2.学历、学位证书和获奖证书复印件；

3.3位同行专家推荐信。

（二）资格审查

由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人事处按照报名条件对报名人员进行资格审

查。经审查合格者将通知本人参加答辩。

（三）聘任

根据答辩、考察和公示情况确定人选，进行聘任。

四、待遇

（一）聘任期间实行协议工资。

（二）为在京无住房的聘任人员提供必要的租用住房。

五、时间安排及联系办法

1.报名时间：自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19年3月20日

2.联系人：徐思骊

3.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46号

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人事处

邮政编码：100081 电话：86-（010）68406718

传真：86-（010）62175931 E-mail：xusl@cma.gov.cn

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公开招聘研究所所长公告

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
2019年3月1日

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
2019年3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