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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发布

我国网民规模达10.92亿人
3月22日，中国互联网络信

息中心（CNNIC）在京发布第53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
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
告》显示，截至2023年12月，我
国网民规模达10.92亿人，较
2022年12月新增网民2480万
人，互联网普及率达77.5%。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加强
服务质量深度优化

去年，我国持续发挥新一代
信息技术引领作用，推动我国高
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

网络基础资源不断优化。
截至12月，IPv6地址数量为
68042块/32；国家顶级域名

“.CN”数量为2013万个；互联网
宽带接入端口数量达11 . 3 6
亿个。

物联网发展提质增速。截
至12月，累计建成5G基站337.7
万个，覆盖所有地级市城区、县
城城区；发展蜂窝物联网终端用
户23.32亿户，较2022年12月净
增4.88亿户，占移动网终端连接
数的比例达57.5%。

移动通信网络高质量发展。
由5G和千兆光网组成的“双千
兆”网络，带动智能制造、智慧城
市、乡村振兴、文化旅游等领域
创新发展，为制造强国、网络强
国、数字中国建设提供了坚实基
础和有力支撑。

网络惠民走深走实
更多人共享互联网发展成果

2023年，我国持续加快信
息化服务普及，缩小数字鸿沟，
让更多人民共享互联网发展
成果。

城乡上网差距进一步缩小。
我国农村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纵
深推进，各类应用场景不断丰
富，推动农村互联网普及率稳步
增长。截至12月，农村地区互
联网普及率为66.5%，较2022年
12月提升4.6个百分点。

群体间数字鸿沟持续弥合。
我国对老年人、残疾人乐享数字
生活的保障力度显著增强。
2577家老年人、残疾人常用网
站和App完成适老化及无障碍
改造，超过1.4亿台智能手机、智
能电视完成适老化升级改造。

公共服务类应用加速覆盖。
数字技术的发展使公共服务更
加便捷与包容，智慧出行、智慧
医疗等持续发展让网民数字生
活更幸福。网约车、互联网医疗
用户规模增长明显，较2022年12
月分别增长9057万人、5139万
人，增长率分别为20.7%、14.2%。

新型消费助推
我国经济总体回升向好

去年我国互联网应用持续发

展，新型消费潜力迸发，数字经济
持续发展，助推经济回升向好。

文娱旅游消费加速回暖。以
沉浸式旅游、文化旅游等为特点
的文娱旅游正成为各地积极培
育的消费增长点。截至12月，
在线旅行预订的用户规模达
5.09亿人，较2022年12月增长
8629万人，增长率为20.4%。

近半年在网上购买过国货
“潮品”的用户占比达58.3%；购买
过全新品类、品牌首发等商品的
用户达19.7%。

我国网络购物用户规模
达9.15亿人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主
任、党委书记刘郁林表示，《报告》
以“数”为据、以“数”记实，充分反
映我国2023年经济回升向好的发
展态势。

一是“实”，基础资源夯实底
座。我国扎实推进互联网基础资
源建设，优化互联网接入环境，推
动行业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
截至12月，我国IPv6地址数量为
68042块/32；“.CN”域名数量为
2013万个，连续9年稳居世界第
一；三家基础电信企业发展蜂窝
物联网终端用户23.32亿户。

二是“稳”，网民规模平稳增
长，更多人民共享互联网发展成
果。截至12月，我国网民规模

达10.92亿人，较2022年12月增
长2480万人，增长规模与上海
市总人口相近。

三是“新”，新型消费倍加活
跃。我国网络购物用户规模增
势明显，较2022年12月增长
6967万人，增速为8.2%，助力网
上零售额连续11年稳居全球
第一。

四是“深”，数实融合不断深
化。作为2023年最重要的数字
技术突破之一，以生成式人工智
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与制造业
深度融合。数据显示，我国人工
智能企业数量已超4400家。

五是“全”，数字治理全面推
进。我国在线政务服务加速覆
盖，在线政务服务用户规模达
9.73亿人，同比增长超4700
万人。

中国国际电子商务研究中
心电商首席专家李鸣涛表示，作
为数字经济的重要业态，网购消
费持续发挥稳增长、促消费作
用。2023年，全国网上零售额
达15.4万亿元，连续11年稳居全
球第一。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
售额比上年增长8.4%，增速比
上年加快2.2个百分点；占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到
27.6%，占比较上年提升0.4个百
分点。截至12月，我国网络购
物用户规模达9.15亿人，较2022
年12月增长6967万人，占网民
整体的83.8%。据《华商报》

联大通过首个关于人工智能的全球决议
警告AI系统可能被不当或恶意设计、开发、部署和使用

俄罗斯成功发射
“联盟MS-25”
载人飞船

新华社莫斯科3月23日电
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23日发布
消息说，俄当天成功发射了“联
盟MS-25”载人飞船。

消息说，莫斯科时间23日15
时36分（北京时间20时36分），

“联盟MS-25”载人飞船搭乘“联
盟-2.1a”运载火箭从哈萨克斯
坦境内的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
升空，并成功进入预定轨道。预
计飞船将于25日与国际空间站
的俄罗斯舱段“码头”号对接。

据介绍，“联盟MS-25”载人
飞船搭载了俄罗斯宇航员奥列
格·诺维茨基、白俄罗斯宇航员
玛丽娜·华西列夫斯卡娅以及美
国宇航员特雷西·戴森。

“联盟MS-25”飞船原定于
21日升空飞往国际空间站，但发
射任务在最后阶段取消。俄国
家航天集团总裁尤里·鲍里索夫
说，取消发射的原因是化学电源
异常。

AI诈骗常用手法有哪些？

声音合成：骗子通过骚扰
电话录音等来提取某人声音，
获取素材后进行声音合成，从
而 可 以 用 伪 造 的 声 音 骗 过
对方。

AI换脸：人脸效果更易取
得对方信任，骗子用AI技术换
脸，可以伪装成任何人，再通
过视频方式进行信息确认。
骗子首先分析公众发布在网
上的各类信息，根据所要实施
的骗术，通过AI技术筛选目标
人群。在视频通话中利用AI
换脸，骗取信任。

转发微信语音：在盗取微
信号后，骗子便向其好友“借
钱”，为取得对方的信任，他们
会转发之前的语音，进而骗取
钱款。尽管微信没有语音转
发功能，但他们通过提取语音
文件或安装非官方版本（插
件），可实现语音转发。

AI程序筛选受害人：骗子
利用AI来分析公众发布在网
上的各类信息，根据所要实施
的骗术对人群进行筛选，在短
时间内便可生产出定制化的
诈 骗 脚 本 ，从 而 实 施 精 准
诈骗。

如何防范AI诈骗？

●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如果有人要求你分享个

人身份信息，如你的地址、出
生日期或名字，要小心；对突

如其来的电话保持警惕，即使
是来自你认识的人，因为来电
显示的号码可能是伪造的。

网络转账前要通过电话
等多种沟通渠道核验对方身
份，一旦发现风险，及时报警
求助。

如果有人自称“熟人”“领
导”通过社交软件、短信以各
种理由诱导你汇款，务必通过
电话、见面等途径核实确认，
不要未经核实随意转账汇款，
不要轻易透露自己的身份证、
银行卡、验证码等信息。

●保护信息，避免诱惑
不轻易提供人脸、指纹

等个人生物信息给他人，不
过 度 公 开 或 分 享 动 图 、视
频等。

陌生链接不要点，陌生软
件不要下载，陌生好友不要随
便加，防止手机、电脑中病毒，
微信、QQ等被盗号。

●提高安全防范意识
不管是AI拟声，还是AI视

频通话，时间一般都很短。这
是因为目前AI换脸视频通话
技术手段尚不成熟，只能维持
十几秒通话且信号不好。如
果你视频通话时有这种情况，
就应该高度警惕。

比较好的辨别方法就是，
在视频通话的时候觉得可疑
的话，可以让对方摸摸脸、按
一下鼻子，这些动作会对面部
数据造成干扰，伪造的人脸就
会产生抖动、闪现。本报综合

本报综合消息 联合国大
会3月21日通过首个关于人工
智能的全球决议，呼吁推动开
发“安全、可靠和值得信赖的”
人工智能系统，以促进可持续
发展。

这是联合国大会首次就监
管人工智能这一新兴领域通过
决议，因此该决议也被称为具
有“里程碑意义”。决议强调需
要制定人工智能系统标准，以
促进数字化转型及公平获取人
工智能系统所带来的好处，弥
合国家间和国家内部的人工智
能鸿沟和其他数字鸿沟，从而
实现可持续发展并应对其他共
同的全球挑战，特别是发展中
国家面临的挑战。

决议鼓励联合国会员国和
其他利益攸关方制定和支持有
利于开发安全可靠的人工智能
系统的监管和治理办法及框
架，敦促会员国和其他利益攸
关方采取行动，与发展中国家
合作并向其提供援助。决议强
调，必须在人工智能系统的全
生命周期内尊重、保护和增进
人权和基本自由。

决议鼓励所有会员国和其
他利益攸关方以包容、公平、普
惠的方式开发人工智能系统，
并为人工智能系统能够应对重
大挑战营造有利环境。决议还
强调，数据管理对于开发安全
可靠的人工智能系统、促进可
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决议认为，必须继续讨论
人工智能治理领域的发展动

态，紧跟人工智能系统开发及
应用的步伐。

据了解，美国是这项决议
草案的发起国，中国和121个
国家参与了共同提案。最终，
草案未经表决就以协商一致
方式通过，这代表了联合国所
有193各成员国对它的支持和
认可。

在通过前，美国官员告诉
媒体，这项不具约束力的决议
草案已历时三个月的谈判，是

“有史以来第一个真正的全球
AI共识文件”。

媒体报道称，草案旨在弥
合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
的数字鸿沟，确保各国都能参
与到AI的讨论中来。另外，草
案还确保发展中国家拥有技术
和能力以享受到AI的好处，包
括检测疾病、预测洪水、帮助农
民、培训新一代工人等。

决议草案承认AI技术正
处于加速开发和使用的一个阶
段，并强调了“安全的、可靠的
和值得信赖的”AI系统是全球
共识的紧迫性。它还认识到

“AI系统的治理是一个不断发
展的领域”，需要进一步讨论可
能的治理方法。草案警告AI
系统可能被不当或恶意设计、
开发、部署和使用，鼓励所有国
家、国际组织、科技界、学术界、
研究机构等制定框架，以支持
针对AI的监管和治理。

本月早些时候，欧洲议会
就高票通过并批准了欧盟的
《人工智能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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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23日电 波
兰媒体22日报道，波兰外交部长
拉多斯瓦夫·西科尔斯基表示，
美国事先知道“北溪”天然气管
道会遭破坏，但没有干预。

波兰《共和国报》援引西科
尔斯基的话说：“美国掌握有关
初步信息，没有干预这一行动。”

这张瑞典海岸警卫队2022
年9月28日发布的航拍照片显示
的是，“北溪-1”天然气管道泄漏
大量气体。新华社发（瑞典海岸
警卫队供图）

“北溪”天然气管道从俄罗
斯出发，经波罗的海海底抵达德
国。2022年9月26日，“北溪”管
道发生爆炸，大量天然气泄漏。
调查发现，4条管道中的3条发生
泄漏，共有4个泄漏点，位于瑞典
和丹麦附近海域。

西科尔斯基没有说“北溪”
管道遭谁破坏。2022年9月，身
为欧洲议会议员的西科尔斯基
暗示这一事件与美国有关，在社
交媒体发布“北溪”管道遭破坏
的图片，配文“谢谢你，美国”。
不过，他数小时后删除这条帖
文。此外，西科尔斯基还提及美
国总统约瑟夫·拜登曾经威胁要
破坏“北溪”管道。

这张丹麦国防部2022年9月
27日发布的航拍照片显示的是
一处“北溪”天然气管道泄漏点。
新华社发（丹麦国防部供图）

“北溪”管道遭破坏事件发
生后，丹麦、瑞典和德国分别启
动调查，但拒绝俄罗斯参与。今
年2月，瑞典、丹麦相继宣布结束
调查，但对调查结论讳莫如深。

美国知名调查记者西摩·赫
什2023年2月爆料，“北溪”管道
系遭美国情报部门和美军秘密
破坏。美国政府对此否认。美
国《纽约时报》和德国《明镜》周
刊曾报道，“北溪”管道爆炸可能
由一个乌克兰团体所为，但乌总
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称，他
并未下达这类命令。

波兰外长：

“北溪”管道
遭破坏前美国知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