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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信息安全问题及解决对策

孙莹莹
新疆天山职业技术大学Ǔ新疆Ǔ乌鲁木齐Ǔ830017

摘Ȟ要：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计算机信息安全问题日益严峻，包括数据泄露、病毒攻击、黑客入侵等频

发。这些问题不仅威胁个人隐私，还对企业和国家安全构成重大挑战。为解决这些问题，需加强安全意识培训，完善

病毒防杀技术，实施多层次安全策略，如数据加密、防火墙设置、定期安全审计等。同时，推进网络安全法律法规建

设，强化国际合作，共同应对日益复杂的网络安全挑战。通过综合施策，构建坚固的网络安全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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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计算机信息安

全问题日益凸显，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从个人隐

私泄露到企业数据被盗，再到国家基础设施遭受网络攻

击，信息安全风险无处不在。因此，深入探讨计算机信

息安全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对策，对于保护个人

隐私、维护社会稳定、推动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

文旨在分析当前面临的挑战，并探索应对之道。

1��计算机信息安全面临的主要问题

1.1  物理层面的安全问题
物理层面的安全是计算机信息安全的第一道防线。

然而，现实中却存在诸多潜在威胁。首先，人为破坏行

为不容忽视。蓄意破坏和非法入侵不仅可能导致硬件设

备的物理损坏，还可能使重要数据面临泄露的风险。这

些行为往往由不法分子或竞争对手发起，目的是破坏系

统正常运行或窃取敏感信息。其次，自然灾害如地震、

火灾、洪水以及电力故障等不可抗力因素也可能对计算

机系统造成毁灭性打击。设备故障，如服务器、路由

器、交换机等关键硬件的突发故障，同样会严重影响信

息系统的稳定运行。因此，加强物理设施的安全防护，

如建立防灾备灾体系、实施严格的安全监控和巡检制

度，是确保计算机信息安全的重要手段。

1.2  网络层面的安全问题
网络层面是计算机信息安全防护的重点和难点。黑

客攻击是网络安全面临的最大威胁之一。黑客利用DDoS
攻击、SQL注入、跨站脚本等技术手段，可以轻易突破
系统防御，窃取、篡改或破坏数据。这些攻击不仅会造

成经济损失，还可能引发社会恐慌。病毒与恶意软件也

是网络安全的重大隐患。勒索软件通过加密用户数据并

索要赎金来获利；蠕虫病毒则能在网络中快速复制并传

播，导致系统瘫痪；特洛伊木马则隐藏在看似正常的程

序中，伺机发动攻击。此外，钓鱼与社交工程攻击通过

伪装成可信的实体骗取用户敏感信息，而分布式拒绝服

务攻击（DDoS）则通过大量请求占用系统资源，使系统
无法正常提供服务。为了应对这些威胁，需要加强网络

安全防护体系建设，如部署防火墙、入侵检测系统、反

病毒软件等，并提升用户的安全意识和防范能力[1]。

1.3  数据层面的安全问题
数据是计算机信息系统的核心资产，其安全性直接

关系到个人隐私、商业机密以及国家安全。数据泄露与

非法获取是当前最为严重的数据安全问题之一。不法分

子通过黑客攻击、内部人员泄密等方式窃取敏感数据，

不仅损害了个人和企业的利益，还可能引发社会信任危

机。数据篡改与破坏则破坏了数据的完整性和真实性，

导致信息失真和误导。隐私侵犯是指未经授权收集、使

用或泄露个人隐私信息的行为，这种行为严重侵犯了个

人隐私权。敏感数据保护不足也是数据安全问题的一个

重要方面，如金融、医疗等领域的数据一旦泄露，将对

社会和个人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为了加强数据保护，

需要采用数据加密、访问控制、数据备份与恢复等策

略，并建立完善的数据安全管理制度。

1.4  系统与管理层面的安全问题
系统与管理层面的安全问题是计算机信息安全的薄

弱环节之一。系统漏洞与缺陷是黑客攻击的主要入口之

一。这些漏洞可能由编程错误、设计缺陷或配置不当

等原因导致，一旦被黑客利用，将给系统带来严重的安

全威胁。安全设置不当也会使系统暴露在潜在的安全风

险之中。例如，未开启防火墙或安全软件的更新不及时

等。访问控制不严则可能导致未经授权的用户访问敏感

信息或进行非法操作。安全管理制度的缺失或执行不力

更是加剧了系统安全风险。

2��计算机信息安全问题的原因分析

2.1  技术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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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技术因素是导致计算机信息安全问题的重要根
源之一。安全技术滞后于威胁发展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

题。随着黑客技术的不断升级和新型网络攻击手段的出

现，传统的安全防御措施往往难以应对。这种技术上的

滞后性使得信息系统在面对新型威胁时显得尤为脆弱，

容易被攻破。（2）系统架构与设计缺陷也是导致信息
安全问题的关键所在。系统架构的不合理、设计上的疏

忽或错误都可能留下安全隐患。例如，系统模块间的耦

合度过高、接口设计不规范、安全控制策略不完善等，

都可能为黑客攻击提供便利。此外，随着云计算、物联

网等新技术的发展，系统的复杂性和相互依赖性进一步

增加，这也对系统的安全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2]。（3）
加密算法与密钥管理的不足也是技术因素中的一个重要

问题。加密算法是保护数据安全的核心技术之一，但若

算法本身存在缺陷或被破解，那么数据的安全性将无法

得到保障。同时，密钥管理也是确保数据安全的关键环

节。如果密钥存储、分发、更新等环节管理不当，就可

能导致密钥泄露或被滥用，进而引发严重的安全事件。

2.2  人为因素
（1）用户安全意识薄弱是导致安全问题频发的重要

原因之一。许多用户在使用计算机和网络时缺乏足够的

安全意识，对潜在的安全威胁缺乏警惕性，容易成为黑

客攻击的目标。例如，随意点击不明链接、下载不明

文件、使用弱密码等行为都可能给黑客留下可乘之机。

（2）操作失误与不当行为也是导致安全问题的重要因
素。用户在使用计算机和网络时可能会因为疏忽或误操

作而引发安全问题。例如，误删除重要文件、错误配置

系统参数、泄露敏感信息等行为都可能给系统带来安全

隐患。（3）内部人员恶意操作是计算机信息安全不可忽
视的威胁之一。内部人员通常对系统内部结构和操作流

程有深入了解，因此他们发起的攻击往往更具针对性和

破坏性。内部人员的恶意操作可能出于多种原因，如个

人私利、报复心理或外部势力的指使等。这些行为都可

能对系统造成严重影响，甚至导致系统瘫痪。

2.3  管理因素
（1）安全管理制度的不完善是导致安全问题频发的

重要原因之一。许多组织在信息安全管理方面缺乏系统

性的规划和制度保障，导致安全管理工作难以有效开

展。安全管理制度的缺失或不完善使得安全管理职责不

明确、安全策略执行不到位等问题频发。（2）监管与审
计机制的缺失也是导致信息安全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

有效的监管和审计机制可以及时发现和纠正安全问题，

但许多组织在这方面存在明显不足。监管机制的缺失使

得安全管理工作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导致安全漏洞

得不到及时发现和修复；审计机制的缺失则使得安全事

件的追责和防范工作难以进行。（3）应急响应能力不
足也是管理因素中的一个重要问题。面对突发的安全事

件，许多组织往往缺乏有效的应对措施和应急预案，导

致事件影响扩大、损失加重。因此，加强应急响应能力

建设对于提升计算机信息安全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3��计算机信息安全问题的解决对策

3.1  技术层面的对策
技术层面的对策是计算机信息安全防护的第一道防

线，其核心在于利用先进的技术手段提升系统的防御能

力和数据保护水平。（1）加强防护技术。应部署防火
墙、入侵检测系统（IDS/IPS）等安全设备，这些设备能
够实时监控网络流量，识别并拦截潜在的恶意攻击，为

系统提供初步的安全防护。防火墙作为内外网络之间的

安全屏障，能够控制进出网络的数据流，防止未经授权

的访问。IDS/IPS则能够深入分析网络流量，发现并响应
潜在的安全威胁，包括已知和未知的攻击方式。（2）数
据加密。数据加密是保护数据机密性的重要手段。通过

使用高级加密标准（如AES、RSA）对敏感数据进行加密
处理，可以确保即使数据在传输或存储过程中被截获，

也无法被未经授权的用户所理解。数据加密应贯穿于数

据的全生命周期，包括传输加密、存储加密和应用层加

密等多个层面。（3）定期备份与恢复。数据备份与恢复
是保障数据可用性和完整性的关键措施。企业应建立完

善的数据备份机制，定期对重要数据进行备份，并确保

备份数据的可靠性和可恢复性。在发生数据丢失或损坏

时，能够迅速通过备份数据恢复系统正常运行，减少损

失。（4）应用安全技术。除了上述措施外，还应积极
应用其他安全技术，如漏洞扫描、安全审计、日志管理

等。漏洞扫描能够定期检测系统中存在的安全漏洞和弱

点，为安全加固提供依据。安全审计则能够记录系统操

作和安全事件，为事故调查和风险评估提供重要依据。

日志管理则能够收集和分析系统日志，及时发现并响应

潜在的安全威胁。（5）引入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随着
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技术的不断发展，其在计算机信息安

全领域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通过引入这些技术，可以提

升威胁检测与响应的自动化与智能化水平。例如，利用机

器学习算法对海量网络流量进行深度分析，可以发现并

预测潜在的安全威胁；利用智能分析引擎对安全事件进

行快速响应和处置，提高安全防护的效率和准确性[3]。

3.2  管理层面的对策
管理层面的对策是计算机信息安全防护的重要支



2024� 第6卷�第8期·电子通信与计算机科学

114

撑，其核心在于通过完善的管理制度和有效的管理措施

提升组织的整体安全水平。（1）完善安全管理制度。
企业应制定详细的信息安全管理制度，明确各级管理人

员和员工的职责和权限，规范安全操作流程和应急处置

流程。同时，还应建立定期的安全评估和审计机制，对

制度执行情况进行监督和检查，确保制度的有效执行。

（2）加强安全培训。员工是企业信息安全防护的第一道
防线。因此，加强安全培训、提升员工的安全意识和技

能至关重要。企业应定期开展安全教育活动，包括安全

知识普及、安全技能培训、案例分析等，使员工了解常

见的安全威胁和防范措施，掌握基本的安全操作技能。

（3）强化访问控制。访问控制是保护敏感数据的重要手
段。企业应实施基于角色和规则的访问控制策略，对敏

感数据进行分级管理，确保只有经过授权的用户才能访

问相应级别的数据。同时，建立严格的权限变更和审批

流程，对权限的申请、审批、授予和撤销进行全程跟踪

和管理。此外，还应定期对访问控制策略进行评估和审

计，确保其有效性和适应性。（4）实施多因素身份验
证。为了进一步增强账户的安全性，企业应实施多因素

身份验证机制。与传统的单因素认证（如仅依赖密码）

相比，多因素身份验证结合了多种验证方式，如密码、

手机验证码、指纹识别、生物识别等，从而大大提高了

账户的安全性。这种方式能有效防止未经授权的访问，

即使攻击者掌握了用户的密码，也难以通过多因素验

证。（5）建立应急响应机制。应急响应机制是企业在面
对安全事件时迅速做出反应、降低损失的关键。企业应

建立详细的应急响应计划，明确应急响应的流程、责任

人和资源调配方式。同时，还应定期组织应急演练，检

验应急响应计划的可行性和有效性，提高员工应对安全

事件的能力。此外，建立与第三方安全服务机构的合作

关系，以便在遭遇重大安全事件时能够获得及时的外部

支持。

3.3  法律与政策层面的对策
法律与政策层面的对策是计算机信息安全防护的重

要保障，通过完善法律法规体系、加大执法力度和促进

国际合作，可以为计算机信息安全创造更加有利的法律

环境。（1）加强立法。政府应加快完善与信息安全相
关的法律法规体系，明确信息安全的基本原则、管理要

求、法律责任等内容。同时，针对新兴的信息安全威胁

和挑战，及时修订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确保法律的时

效性和适用性。此外，还应加强法律宣传和教育，提高

公众的信息安全法律意识。（2）加大执法力度。政府应
加大对信息安全违法行为的执法力度，严厉打击网络犯

罪行为。通过建立跨部门、跨地区的执法协作机制，形

成对信息安全违法行为的强大震慑力。同时，加强对信

息安全案件的查办和曝光，发挥典型案例的警示作用，

提高社会对信息安全重要性的认识。（3）促进国际合
作。信息安全是全球性的挑战，需要各国共同应对。政

府应加强与其他国家在信息安全领域的合作与交流，共

同研究解决跨国信息安全威胁的问题。通过参与国际信

息安全标准和规范的制定、分享情报信息、开展联合执

法等方式，提升国际社会对信息安全问题的重视程度和

应对能力。此外，还应积极参与国际信息安全组织的活

动，加强与国际社会的信息安全对话与合作。

结束语

综上所述，计算机信息安全是信息化建设的重要基

石，其面临的挑战复杂多变，需要我们从技术、管理和

法律等多个层面综合施策。通过加强技术创新，提升

防御能力；完善管理制度，强化人员培训；加强法律法

规建设，促进国际合作，我们可以有效应对当前的信息

安全威胁。未来，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管理的日益完

善，我们有信心构建一个更加安全、可信的计算机信息

环境，为社会的和谐稳定和持续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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