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0年前，一条 64K 的国际专线从中国科学院成功接入国际互联网，标志着中国成为第 77个全功能接入国际互联网的成员。

在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胡启恒和众多科学家们，见证了中国互联网里程碑的一刻。 此后 30年，互联网的

枝丫蔓延开来，门户网站、电商、直播、数字人等新形态蓬勃生长，成为一股推动社会创新发展的动力。

日前，在“潮涌网络·向新出发”中国全功能接入国际互联网 30周年高端对话中，“90后” 的老先生胡启恒站在舞台上，见证着中国全功能接入

国际互联网的“而立之年” ，回忆这 30年，她感到庆幸的是，互联网出现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年代。

借着改革的东风，我国第一台路由器、第一台域名服务器接连出现，无数创业者、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把青春留在了互联网，用智慧滋养了互联

网。 30 年来，网络走入千家万户，一个全球规模最大、技术领先的网络基础设施屹立东方，一个网民数量位居全世界第一的网络大国蓬勃向上。

“能开门开门，能

开窗开窗”

1994 年 4 月 19 日深夜， 在中国科学

院网络值班室工作的李俊偶然间发现，自

己可以连上美国的网络了。 像是一扇通往

世界的门被钥匙“咔嚓” 打开，天地万物

都向门里的人涌过来。 李俊在美国网络上

看到了不少新信息，但当时夜已深，同事

们均已休息。 第二天一大早，他向中国科

学院领导汇报，中国已经顺利接入了国际

互联网。

于是，4 月 20 日， 成为我国接入国际

互联网的纪念日。 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

信息中心成为“中国互联网诞生地” 。

自此，中国科学院的一群科学家们一

头扎入互联网的“深海” 中：发送国内第

一封电子邮件， 研制首台路由器和 CN 域

名服务器， 建立中国第一台 WWW 服务

器……

作为中国互联网早期的技术和行政

联络官之一，钱华林供职于中国科学院计

算机网络信息中心。 在还没有满头白发

时，他曾前往美国学习。 坐在教室里，钱华

林发现美国的老师和学生都在使用网络。

这让他羡慕不已。

在全球都没有互联网的时代，国外的

科学家会把科研成果寄过来，中国的科学

家把科研成果寄出去。 然而，当国外有了

互联网后，他们的科学家不再寄送科研成

果；中国没有网络，还得继续把成果往外

寄。

“当时中国科学院的领

导特别重视，研究如何尽快上

网，才找到了机会，去促成接

入国际互联网一事。 ” 钱华林

说。

“我本人是互联网的用户，

也是受益者。 ” 中国科学院院

士、可持续发展大数据国际研

究中心主任郭华东从事遥感

等方面的研究。 曾经，苦于没

有互联网接入，测绘数据无法

汇集，他发现“很多工作是做

不来的” 。

对这位老先生而言，是互

联网给予了他在青年时代大

胆进行科研突破的可能性。

那时， 郭华东和同事下班前，

会小心用红绒布把计算机蒙

上，上了班再仔细揭开。 多年

过去，他保存了一张当时的泛

黄的报纸，其中写着：我国雷

达对地观测研究水平居国际

前列，参与大型国际科技合作

显示实力。

“回顾过去，我想我们一

定要发展前沿科学技术，展开

广泛合作。 ” 郭华东说。

曾推动中国接入国际互

联网一代的科学家们，在他们

的青春岁月里“平地起高楼” ，研究互联

网技术，让互联网得以蓄积力量。

“改革开放后，我们能开门开门，能开

窗开窗。 我们用中国速度进入信息革命时

代， 在飞速发展过程中有了互联网的帮

忙。 ”胡启恒说：“我们正好赶上了这个时

代，这是我最值得庆幸的事情。 ”

在信息高速公路上

“狂飙”

带着一个笔记本电脑回国的张朝阳，

赶上了这个时代。 他是 30 年互联网巨变

的亲身经历者。

“那时中国的上网人数不足 1000 人。

1994 年，中国通过 64K 国际专线与世界相

连。 ” 在麻省理工学院读书的张朝阳，曾与

胡启恒有过短暂的一面之缘。 那时，胡启

恒正带着团队访问美国，张朝阳感到信息

高速公路时代将要到来， 正想着回国创

业。

他发现，互联网让文章阅读不再局限

于图书馆， 翻找书籍也不再耗时耗力，只

需要简单点击，就可以阅读。

在搜狐公司的创立和发展之路上，张

朝阳一直在探索互联网到底是什么。 在这

位前行者的思考里，互联网不是一个拨号

人和服务器之间的关系，而是一个共享的

平台，“人们可以在互联网中走来走去，在

这个平台上驰骋” 。

在那个“从无到有”的互联网初期，如

今看起来习以为常的工作彼时却异常艰

难。

如今已是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

究所副研究员的李栋，当年曾和同事们立

下目标：“让工厂里面的工业设备也上

网” 。换言之，让机床、仪表、电机等设备都

能上网，也就是如今人人都知的“工业互

联网” 。

2000 年年初，包括李栋在内的一群年

轻人，找到大庆油田作为工业互联网技术

的试点之地。 大庆油田南北长 140 公里，

东西最宽处可达 70 公里， 总面积达 5470

平方公里。 油田工人常常要到油井去巡

检，查看仪器设备的运转情况。 最冷的时

候，大庆油田零下 30℃，室外无法长期作

业；最热的时候，蚊虫围着工人们叮咬。 靠

人工采集的数据，往往还存在滞后性等问

题。

李栋和同事们的愿望是，让油田工人

们坐在办公室里就可以及时了解油田的

工作情况。 他们着手组建传感器网络，解

决无线通信点数多的难题，让成千上万个

节点可以像时钟一样有序地工作。

按照试点突破的方法，20 年前的一群

年轻科学家做出了工业互联网的基础技

术，然后将它推广到了各个行业之中。

《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2 年）》记

录了一串了不起的发展成果： 截至 2022

年年底，我国累计建成开通 5G 基站 231.2

万个，5G 用户达 5.61 亿户，全球占比均超

过 60%。 移动物联网终端用户数达到

18.45 亿户， 成为全球主要经济体中首个

实现“物超人” 的国家。 工业互联网已覆

盖工业大类的 85%以上， 标识解析体系全

面建成， 重点平台连接设备超过 8000 万

台（套）。

“中国互联网 30 年创新的基因刻在

骨子里。 ” 中央网信办网络传播局局长范

小伟提到，“中国互联网 30 年， 始终与国

家经济社会发展同频共振， 从无到有，从

小到大。 ”

下一个互联网 30

年势不可挡

当初听到一串“哒哒哒哒” 键盘敲

击声， 正在读大学的刘大鹏仿佛听到了

一声召唤：“要从现实世界进入那个充满

魔力的网络空间中去了” 。

如今已经是联想全球创新中心台式

营销高级经理、 正高级工程师的刘大鹏

见证了台式机的高速发展。早期那个“傻

大笨粗” 30 多斤的台式机如今 “减重成

功” ，摇身变成笔记本、平板等设备。

互联网可以装进每个人的口袋。“我

们开始足不出户，购物、教育、医疗应有

尽有。 在智能物联网时代，手表、眼镜、

AR/VR、 工业传感器等各类智能终端也

都实现了‘入网’ ，社会的网络化程度极

大提升。 ” 刘大鹏说。

虚拟和现实世界的连接越来越轻巧。

“曾经不敢相信，我还在睡梦中，智

能装备就能时刻监测我的身体健康；曾

经不敢想象，还在回家途中，智能家居已

经充当起贴心的‘管家’ 。 互联网让曾经

种种的‘不可能’ 变成‘可能’ 。” 刘大鹏

感受到了互联网正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

式和思维方式。

从业 10 多年， 党的二十大代表、京

东物流快递小哥宋学文感慨：“快递越来

越多，送货却越来越快。” 他开玩笑称，曾

经 3 天才能送达的快递， 如今乘着电商

物流的“筋斗云” 可以实现 1 小时内送

达。

从两轮车到三轮车， 从无人机到无

人车，物流智能化系统搭建，让快递小哥

可以完成大量货物的运送和揽收工作。

宋学文认为：“是互联网技术赋能快递物

流行业，给予了我底气和信心。 ”

一根网线也让教育行业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物

理教师李永乐在网络上走红了。 他录制

的《闰年是什么时候》播放量超过千万

人次， 全国各地的朋友都可以在云端跟

着他学习。

“互联网提供了绝佳的契机，让学生

以最低的代价获得最优质的教育资源。”

李永乐认为这一切要归因于互联网，“是

互联网将我和无数拥有求知欲的大小朋

友直接连接， 放大了一件正确而有意义

的事” 。

互联网的发展速度势不可挡。 据中

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

第 53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

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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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 5G 和千兆光网组成的 “双千兆” 网

络，全面带动智能制造、智慧城市、乡村

振兴、文化旅游等各个领域创新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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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子通信、量子计算等领域实现原

创性突破，高端芯片、基础软件、核心元

器件等关键共性技术攻关取得重要成

果。 我国正以创新技术引领世界互联网

发展，逐步从网络大国迈向网络强国。 ”

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

研究所研究员孙凝晖说。

孙凝晖看到，大数据、云计算、工业

互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等迅猛发展，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数字化、网络化、

智能化的新阶段。 他说：“这既为我国互

联网事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也带

来了难以预知的风险挑战和竞争压力。”

如今人工智能席卷全球， 迭代速度

加快， 推动了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

变革，极大释放了互联网下一个 30 年的

潜力。

“互联网发展超乎预料。 ” 钱华林曾

见证过一段完整的互联网 30 年发展史，

历程惊心动魄、成果翻天覆地。 “未来是

属于年轻人的。 ” 他对记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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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入网”

30年的青春缩影

从“一根线”

到“一张网”

杨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