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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时代国内信息安全研究：现状、趋势与反思

杨启飞

（华东师范大学 传播学院，上海 200241）
摘 要：【目的/意义】大数据时代信息安全问题的日渐显现引得诸多学者的研究兴趣，采用科学计量可视化方法能

够对该领域的研究现状和趋势进行直观揭示。【方法/过程】基于CNKI数据库中的核心期刊和CSSCI来源期刊，通

过CiteSpace软件绘制关键词共现图谱、聚类图谱和时区视图，同时结合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中的相关研究展开分

析。【结果/结论】大数据时代国内信息安全研究主要包含个人信息安全、政府信息安全、社会信息安全三大主题，其

中个人信息安全成为研究热点；研究历程呈现出技术先导、价值本位的趋势，人工智能、区块链、法律规制等日渐受

到学者关注；未来我国信息安全研究可引入风险治理、战略传播等视角，提升研究的系统性和立体性，为“全球风险

社会”下的信息安全管理提供理论借鉴。

关键词：大数据；信息安全；风险治理；战略传播

Domestic Information Security Research in the Era of Big Data: Current Situation,
Trend and Reflection

YANG Qi-fei

(School of Communication,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241,China)

Abstract:【Purpose/significance】The increasing appearance of information security problems in the era of big data has at⁃
tracted the research interest of many scholars. The visualization method of scientific measurement can directly reveal the re⁃
search status and future trends of this field.【Method/process】Based on the core periodical essays and collected CSSCI es⁃
says from the database of CNKI, the keyword co-occurrence map, clustering map and timezone view were drawn. Mean⁃
while, relevant foreign research was combined for analysis.【Result/ conclusion】China's information security research in
the era of big data mainly includes three major themes: personal information security, government information security and
social information security. Among them, personal information security has become a research hotspot. The research pro⁃
cess shows the trend of technology-oriented and value-centere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lockchain and legal regulation are
increasingly concerned by scholars. In the future, information security research in China can introduce risk management,
strategic communication and other perspectives. By integrating with the world actively, future research will provide theoreti⁃
cal reference for information security management under the "Global Risk Society".
Keywords: Big Data; Information Security; Risk Management; Strategic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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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安全指保障国家、机构、个人的信息空间、信息载体

和信息资源不受来自内外各种形式的危险、威胁、侵害和误

导的外在状态和方式及内在主体感受【1】。大数据时代的信

息融贯线上线下，跨越软件硬件，涵括人体物体，信息安全所

涉性质、时间、空间、内容、形态被重构，呈现出大联网、大集

中、大流动和大渗透等新特征【2】，信息安全管理则呈现出前

所未有的复杂性、交织性、动态性和综合性。对此，相关学术

研究也应在把握新形势的基础上拓宽研究视角，开拓研究思

路。本文使用美国德雷赛尔大学（Drexel University）陈超美

团队开发的文献计量软件CiteSpace，结合内容分析法，对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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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时代国内信息安全的研究现状、趋势进行分析。通过对

比国外同期相关研究，反思国内研究的不足，并尝试提出新

的研究视角，以期为大数据时代的信息安全管理提供参考与

借鉴。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中国知网（CNKI）期刊数据库为来源，检索条

件设置为：主题=大数据（精确）并且 主题=信息安全（精

确），来源类别=核心期刊 或者 CSSCI，共检索到文献303篇，

检索时间为2019年10月31日。人工筛查掉新闻报道、专栏

介绍等非学术类文献，最终得到有效研究样本 277个，时间

跨度为 2013 年至 2019 年。将 277 篇文献的相关信息按照

CiteSpace要求的格式导出并转码，形成大数据时代国内信

息安全研究的样本数据库。

为掌握国外同期研究状况，本研究还以较为权威的

“Web of Science”为来源数据库，对大数据时代国外信息安

全研究进行检索。使用该数据库的高级检索功能，检索条件

为：TS=(big data AND information security) OR TS=(big data
AND information safety)，语种设置为“English”，文献类型设

置为“Article”，时间跨度设置为“2013-2019”，数据库设置为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SSCI) ”，共检索到文献 199
篇，筛查后得到有效样本192个。使用CiteSpace的“Remove
duplicates（WoS）”功能进行去重处理后，形成大数据时代国

外信息安全研究的样本数据库。

本研究主要使用文献计量方法，借用CiteSpace软件对

样本进行关键词共词网络分析、聚类挖掘分析、时区可视化

分析等，以呈现大数据时代国内信息安全研究的相关知识图

谱。由于软件只能勾勒研究领域的整体概况，本研究将在对

具体文献内容展开分析的基础上，归纳国内研究的核心主题

和研究热点，并分析研究历程与未来趋势。基于以上，对比

国外同期研究的热点内容，反思国内既有研究存在的不足，

并思考未来的研究转向。

2 大数据时代国内信息安全研究的现状

22..11 研究热点研究热点：：个人信息安全备受关注个人信息安全备受关注

论文关键词是对论文内容的高度凝练与概括，是论文观

点的核心体现。通过CiteSpace软件绘制关键词共现图谱，

能够从样本中抽取频次和中心性较高的关键词，此类关键词

代表一段时间内研究者所共同关注的问题，也即研究热点。

根据样本实际情况，将CiteSpace中的时间跨度设置为 2013
年到2019年，选取每一年中出现频次排名前50的关键词，并

使用寻径网络算法（Pathfinder）对网络进行修剪，以提高可

读性。最终得到节点数为54、连线数为60、密度为0.0419的

国内研究关键词共现图谱（图1）。
表 1 大数据时代国内信息安全研究的高频关键词和高

中心性关键词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关键词

大数据

信息安全

大数据时代

个人信息

隐私保护

云计算

网络安全

互联网金融

互联网+
数据安全

词频/次
127
72
26
16
13
7
6
6
6
6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关键词

大数据

隐私保护

信息安全

个人信息

大数据时代

个人隐私

互联网+
安全审计

信息共享

电子政务

中心性

1.00
0.95
0.72
0.63
0.58
0.34
0.33
0.33
0.28
0.27

图谱中的每个圆形节点代表一个关键词，节点大小与该

词出现频次呈正相关，节点间连线代表关键词间的共现关

图1 大数据时代国内信息安全研究的关键词共现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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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如图 1，图谱中最大的节点为“大数据”，是整个研究的

大背景。按照出现频次和中心性分别统计排名前十的关键

词（表1），发现除了“大数据”“信息安全”“大数据时代”等核

心关键词外，“个人信息”和“隐私保护”二词的出现频次也较

高，且“隐私保护”一词的中心性高达 0.95。由此可见，大数

据时代个人信息安全和隐私保护是国内学者关注的焦点，且

在整个信息安全领域中发挥着重要的中介与桥梁作用。此

外，“信息共享”“电子政务”等词的中心性也较高，说明以政

府为主体的信息共享和数据开放行为对大数据时代的信息

安全亦有着不可小觑的影响。

22..22 研究主题研究主题：：多层面多领域交相结合多层面多领域交相结合

对277篇文献进行关键词聚类分析，使用LLR算法进行

聚类标签提取，得到模块值Modularity（Q）为 0.7641、平均轮

廓值Mean Solhouette（S）为0.7183的关键词聚类图谱（图2），

表明该聚类合理、客观，结果较优【3】。

聚类号“#数字”代表关键词聚类后所在的主题，如图2，
软件自动生成了 7个较为明显的聚类。结合不同聚类标签

间的关联程度以及每个标签下的具体关键词，对7个主题类

别进行人工整理与分析，最终将大数据时代国内信息安全研

究的主题分为个人信息安全、政府信息安全、社会信息安全

三大类（表2）。
个人信息安全类研究以公民为主要对象，关注大数据时

代的个人信息安全与隐私保护问题。大数据时代，因各社会

主体对公民数据的不当传播、使用和泄露所导致公民个人信

息安全受到侵害的现象频发。研究显示，92%的网站会与第

三方共享用户信息，而仅有40%的网站明确表明未经用户允

许将不会出售用户个人数据【4】。与此同时，我国关于个人信

息保护的法规尚不健全，网络治理机制、监管机制条块分割

的现状不利于个人信息安全的保护【5】；很多公民自身也缺乏

信息保护意识。总体看来，大数据时代我国个人信息安全在

立法、监管、技术、行业等方面仍存在诸多困境【6】，对此，研究

者们建议，应完善相关立法，加强个人隐私保护法规的立法

工作，严格规范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对公民个人信息的采

集活动【7】；健全行政监管，强调数据使用者所承担的保护和

管理个人信息的责任；加强行业自律，如企业可从提高内部

员工的责任意识、建立首席信息安全官等方面减少信息泄漏

事件的发生【8】；强化技术保护，可创新信息安全保护途径，如

将数据模糊处理，使之不能精确显示个人信息等【9】。

政府信息安全类研究以政府为主要对象，研究大数据时

代的政府数据开放、共享与信息安全保护问题。政府数据开

放在全球范围内已成趋势，但其在实现数据公开共享的同时

也存在一定隐患，为政府信息安全带来挑战。在数据开放过

程中，政府除应承担保护个人信息的责任外，还要充分考虑

到涉及商业、政府和国家机密的信息。一方面，应制定相关

法律政策，清晰界定国家机密、个人隐私、数据跨境流动等问

题，寻找政府数据开放共享与国家安全、社会发展、个人隐私

之间的最佳平衡点；另一方面，应制定并统一数据开放过程

中的安全技术标准，从系统上给予安全技术指导，防止数据

开放平台被恶意攻击，保护平台安全；此外，还应制定数据标

准规范，对开放数据过程中涉及的各类数据实行统一化管

理，确保信息本身的安全【10】。发达国家的相关经验亦可为我

国提供参考，例如，可借鉴美国数据安全战略“从被动预防到

主动出击”的演化历程，寻找有利的政策工具，推进国际合

表2大数据时代国内信息安全研究的主题分布

研究主题

个人信息安全

政府信息安全

社会信息安全

关键词

隐私保护、个人信息、数据挖掘、个人信息权、个人信息安全、个人隐私

信息共享、电子政务、国家治理现代化、政府数据开放、政府管理、监管

管理会计、网络安全、云计算、互联网金融、公共管理、公共大数据

图2 大数据时代国内信息安全研究的关键词聚类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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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维护我国数据安全【11】。

社会信息安全类研究对象较为丰富，多研究在信息化

建设的大背景下，公共数据如何安全共享以及各主体如何

在提高信息化水平的同时保护信息安全等。大数据时代为

公共信息的共享和服务提供了新契机，如在征信领域，通过

对信用大数据归集、交换并在必要时提供给用户使用，能够

显著提高征信服务的质量和效率。但同时，我国一些信用

信息服务平台在数据收集、处理上仍存在不足，可能导致信

息泄密、错报、漏报等问题。对此可从完善信息安全基础设

施、引进先进数据处理技术、加强人员技术培训等方面着手

进行改进【12】。对企业来说，“互联网,”带来了财务的重大转

型，业财融合发展势在必行，企业应建立与完善企业管理会

计信息安全系统及制度【13】，从宏观管理、中观控制和微观技

术等层面构建大数据时代的企业信息安全管理体系，加强大

数据安全管理、身份安全管理、内容安全管理、设备安全管理

等【14】。对图书馆来说，除了使用先进海量信息存储技术、定

期进行安全备份等传统信息安全保护方法外，还可采用前沿

的云安全技术来保障信息安全【15】。此外，还有学者参照信息

安全标准及其他行业信息安全监管经验，构建了适合我国生

态环境领域的环境信息安全监管体系，为保障生态环境大数

据信息安全提供了建议【16】。

3 大数据时代我国信息安全研究的趋势

33..11 技术先导技术先导：：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区块链将成流行区块链将成流行

我国的信息化进程是技术进步直接推动的结果，这就导

致某一时期的信息安全管理必然建立在技术发展的前提之

上，并且为当前的信息技术水平所制约。使用CiteSpace中
的时区可视化功能（timezone）对大数据时代国内信息安全研

究关键词的演变过程和规律进行呈现（图3），发现相关研究

历程与我国信息化发展进程高度一致，云计算、数据挖掘、防

火墙、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在不同研究阶段中起着关键

性的导向作用。

自 2017年人工智能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人工智能技

术已成为当下最具备发展潜力的技术之一。与之相对应，近

两年来，基于“人工智能,大数据”的信息安全研究呈现出繁

荣态势，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研究人工智能

技术为信息安全带来的弊端，如人工智能系统能够对个人信

息进行深度分析，掌握用户的性格特征、行为习性、生活轨

迹、消费心理、兴趣爱好，甚至身体缺陷、既往病史、犯罪前科

等【17】；强大的人工智能和算法使得信息控制者越来越有权

力，而信息主体日益丧失对个人信息的自主控制和决断能

力，“控制权失衡”问题日渐严重【18】。二是研究人工智能技术

在信息安全领域的应用，如认为基于深度学习的人工智能能

够有效解决目前海量大数据的庞杂、无用问题，将其应用于

政务云安全风险评估领域，能够减少主观判断，使风险估计

更为客观可靠【19】；将其应用于威胁信息的自动学习与分析

中，则有助于对当前状态和潜在威胁进行预测，帮助人们掌

握当前安全形势【20】。总的来说，当前人工智能在信息安全领

域的影响已受到一定重视，但诸多问题仍处于提出阶段。未

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日渐普及，信息安全、伦理问题将更

加凸显，有关规范人工智能数据采集、处理与利用行为的研

究将更加深入。

而自2019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

将区块链技术作为核心学习内容以来，区块链技术迅速成为

国内热门话题。在信息安全研究领域，已经有个别学者开始

关注区块链技术，如艾琼等探讨了大数据与区块链隐私保护

技术及其实现隐私保护的可行策略【21】。随着党和国家对区

块链技术的重视，未来，区块链将在促进数据共享、建设可信

体系等方面发挥更加重要作用，而这也必将引发新一轮的研

究热潮。

图3 大数据时代国内信息安全研究的关键词时区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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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2 价值本位价值本位：：法律规制问题渐受关注法律规制问题渐受关注

随着大数据成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如何既彰

显大数据价值、又保证各主体的信息安全成为核心问题，而

法律规制成为重要诉诸手段。如图2，CiteSpace中聚类的色

彩代表着该聚类形成的时间，时间越久远，聚类颜色越偏向

于冷色，近段时间的聚类颜色则为暖色。相较于“隐私保护”

“管理会计”等主题，“法律规制”这一主题的颜色较暖，说明

近年来有关信息安全法律规范的问题渐受关注。

当前国内有关大数据时代信息安全相关法律政策的研

究不在少数，但多将完善信息安全立法作为主要观点之一，

很少有研究对相关法律政策的发展历程及存在问题进行系

统梳理。个别学者对大数据时代发达国家的信息安全法律

政策进行了较为详细的研究，如认为2012年和2013年美国

相继出台的《网络安全法案》和《联邦信息安全管理修订法

案》所提出的基于网络的动态监控和定期评估是对大数据时

代海量、高速数据流的及时回应，能够有效确保网络信息安

全【22】，为我国提供了一定参考。但既有研究仍多局限于美

国，缺少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观照。

事实上，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和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网

络与信息安全问题已经受到党和国家的充分重视。近年来，

我国相继出台多部政策规范（表 3），对网络信息的海量性、

多样化、实时性可能引发的信息安全问题做出了回应。2015
年 9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尤

其明确了各部门数据共享的范围边界和使用方式，厘清了各

部门数据管理及共享的义务和权利【23】，并对涉及国家利益、

公共安全、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军工科研生产等数据的保护

工作进行了部署。

既有政策法规一定程度上回应了大数据时代的信息安

全相关问题，对于我国形成数据开放、安全共享的信息安全

管理格局有所裨益，但仍缺乏更加详细的条款与规定，专门

性和效用性方面有待进一步提高。而现有的信息安全技术

标准虽在保障数据安全上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界定范围

过小，仍需根据时代背景的变化进行扩容与修订，以适应大

数据时代数据信息的新特征。未来，随着人们对信息安全的

日渐重视以及不同国家间交往的日渐深入，以完备的法规政

策体系来保障信息安全将成为必然，与之相对应的有关法律

规制的研究涉及领域也将更加广泛，包括个人信息安全、政

府数据开放、跨域信息共享等多个方面；研究内容将更加切

实，具体可行的法规政策的制定与完善建议将被提出。

4 大数据时代我国信息安全研究的反思

纵观大数据时代我国信息安全的既有研究可发现，学者

们多从制度和技术两种视角出发，希望通过制度的完善和技

术的改进来保障信息安全，而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大数据时代

信息安全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和衍生性；多以单一国家或政

府为责任主体，关注我国本土的信息安全情况，而较少将我

国置于更为广阔的全球背景中进行研究，缺乏对国际社会其

他国家及其他主体的观照。大数据时代的信息安全不是单

纯的制度或技术问题，也不是局限于一国就能够解决的问

题，而是一个复杂多维的、具有多层次性和多目标性的领域，

因此必须进行系统分析和立体研究。

44..11基于风险治理视角的系统分析基于风险治理视角的系统分析

对国外有关信息安全的研究进行分析（表4），发现除了

“安全（safety、sucurity）”等核心关键词外，“management（管

理）”“prediction（预测）”“risk management（风险管理）”“ana⁃
lytics（分析）”“predictive analytics（预测分析）”等词的中心性

也较高。结合具体文献内容可发现，“风险”一词在国外相关

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诸多学者对信息安全风险的评估、分

析和管理进行了研究。

表4 大数据时代国外信息安全研究的高中心性关键词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关键词

safety
management

security
model

performance
prediction

risk management
trust

analytics
predictive analytics

中心性

0.90
0.40
0.30
0.27
0.26
0.24
0.23
0.23
0.21
0.18

“人类历史上各个时期的各种社会形态从一定意义上说

都是一种风险社会”【24】。大数据在给人类社会带来诸多便捷

的同时，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信息安全风险。一方面，大数

表3 大数据时代我国出台的涉及信息安全的相关文件（部分）

发布时间

2013.07
2015.07
2016.03
2016.11
2016.12

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文件

电信和互联网用户个人信息保
护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

国家网络空间安全战略

内容

规范了信息收集和使用行为，明确了安全保障、监督检查等
义务以及违反规定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对建设网络与信息安全保障体系、提升网络与信息安全保
护能力进行了阐释
强调实施网络强国战略，加快构建高速、移动、安全、泛在的
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
第四章《网络信息安全》中对网络运营者、相关部门的行为
进行了规定

阐明了网络空间安全的目标、原则和战略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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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蕴含的海量信息可能吸引众多攻击者，大数据来源渠道的

多元可能丰富入侵渠道，数据的集中存储则使得信息泄漏一

旦发生，所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另一方面，通过掌握和使

用大数据技术，不法分子能够发起大面积网络攻击和数据挖

掘，而我国的大数据存储、分析、处理等技术与平台使用方面

一定程度上仍依赖国外，也为他国通过技术控制来获取我国

经济、社会领域的重要信息提供了可乘之机。

由此，从风险治理视角切入对大数据时代的信息安全进

行研究，一定程度上能够实现对该问题的更加系统全面的观

照。具体来看，可研究如何通过降低当前所面临的信息安全

风险、规避和防范潜在信息安全风险等实现大数据时代信息

安全风险的治理。例如，鉴于信息安全风险存在于数据的全

生命周期之中，且涉及政府、企业、网络运营商、数据产生者

等多元主体，可研究如何在各个环节对相关主体进行安全责

任界定，便于归责和反馈；亦可研究如何构建大数据时代的

信息安全风险识别与评估机制，如何制定涵盖数据全生命周

期的信息安全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如何根据信息安全风险的

危害程度设立风险分级标准，以及如何合理利用大数据技术

以使信息安全风险的监测更加精细、实时和高效等。

大数据时代的信息安全风险具有普遍性、复杂性、衍生

性和动态性，可能涉及政治、金融、民生多个领域，还可能引

发其他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领域的潜在风险。因此，未来

的信息安全研究也不能局限于“信息”层面，而应以协调安全

和发展为核心指导，以变被动的事后分析为主动的事前防御

为主要目标，将风险治理理念贯穿于整个研究之中，从而跳

脱单一的制度或技术视角，实现更为系统和全面的分析。

44..22基于战略传播视角的立体研究基于战略传播视角的立体研究

大数据时代的信息安全问题复杂多变，相关研究也必须

跳脱出某一平面，关注各领域的变化与动向，尤其应在立足

中国本土的同时兼具全球视野。21世纪初，美国军方在公

共外交的基础上提出了“战略传播”的新型外交理念，其积极

防御、言行一致、精心运作的核心要旨对于我国信息安全研

究的立体化和全球化具有借鉴意义【25】。

将战略传播的“积极防御”理念引入信息安全相关研

究。大数据时代数据的跨域流动使得世界范围内的数据实

现互连互通，传统陆域、海域、空域、外空域边界被打破，信息

安全成为“第五维”战场。面对跨域安全的挑战，可借鉴“积

极防御”理念，研究如何构建信息安全防御体系，结合中国实

际确定跨境数据流动监测预警的类型和层次，如单域控制模

式、双域或多域控制模式、全域控制模式、关键核心数据流动

监控模式和外围一般数据流动监控模式等，全面防范跨境数

据流动产生的信息安全风险，维护我国的“信息主权”。

将战略传播的“精心运作”理念引入信息安全相关研

究。大数据时代各国收集、处理、控制信息的能力相差极大，

信息流动极为不对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全球信息

传播格局中抢占信息高地，成为信息优势国，信息则成为其

侵蚀他国的强有力武器。中国的信息安全观虽建立在传统

和合文化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论述之上，致力

于消除数据壁垒，平衡全球信息传播格局，但一定程度上仍

面临“失语”困境。对此，可借鉴“精心运作”理念，研究如何

可持续地“理解并影响”全球公众，借助媒体及各类活动传播

中国特色信息安全观，在国内外塑造理解和认同，减少由错

误认知而可能引发的信息安全风险，助力更加公平的国际信

息传播新秩序的建立等。

将战略传播的“言行一致”理念引入信息安全相关研

究。信息安全所呈现出的主体多元化、边界扩大化、问题复

杂化等特性呼唤全球多元治理主体的协同治理。我国总体

国家安全观兼顾国家利益和全球利益，“既重视自身安全，又

重视共同安全”【26】，而信息安全作为国家安全体系中的重要

部分，同样以“互利互惠、共同安全”为重要目标。对此，可借

鉴“言行一致”理念，在研究如何传播中国特色信息安全观的

同时，观照如何在具体行动中对其予以践行。例如，可研究

如何在具体治理过程中平衡各方利益，达到最大限度地维护

和增进全球利益之目的；如何通过法律规章、协商对话等治

理工具发挥协调作用，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如何本着多元

共治的治理理念，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等。

5 结 语

本文立足大数据时代这一技术背景，使用文献计量法和

内容分析法对国内信息安全研究现状进行了分析。通过关

键词共现、聚类以及关键词频次和中心性统计，发现大数据

时代国内信息安全研究涉及政府、社会、个人等多个层面，涉

及隐私保护、数据开放、信息共享等诸多子议题，其中，个人

信息安全和隐私保护备受关注。通过绘制关键词时区图谱

则发现，既有研究历程与我国信息化进程高度契合，呈现出

技术先导的特征，而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大数据的核心价

值和各主体的根本利益日渐受到关注。在此影响下，一方

面，基于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的研究将得以持续与繁

荣，另一方面，诉诸法律规制以保护不同主体权益的呼声也

将日渐增长。总体看来，大数据时代的国内信息安全研究多

采用技术或制度视角，多关注国内各主体的信息行为，而一

定程度上忽略了信息安全这一议题本身的复杂性与牵连

性。对此，可借鉴国外相关研究，引入风险治理、战略传播等

研究视角，积极接轨世界，促进大数据时代我国信息安全研

究的系统化与立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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