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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实践

2000年以来，无锡财政加快信息

化建设，逐步实现了基础设施全贯通、

业务软件全覆盖、IT管理全方位，信息

化管理水平有了质的飞跃。但在享受

信息化发展所带来的便利的同时，也面

临着巨大的风险。特别是随着无锡市

政务内网改造为政务外网，财政信息

系统也随之迁移到政务外网，增加了

网络安全风险。面对越来越复杂多变

的网络安全威胁和攻击，保证财政信

息系统的稳定运行以及数字资产的安

全，已经成为财政信息化发展必须要妥

善处理的第一要务。为此，无锡财政未

雨绸缪，从加强信息安全整体规划入

手，设计了“三位一体”的信息安全保

障体系，提升财政信息安全防护能力。

信息安全存在的问题

一是安全制度亟需完善。缺少制

度界定，就无法实现权责明晰化、行

为规范化、奖惩有据化，信息安全难

以落到实处。无锡财政前几年虽建立

了一些信息化管理制度，但对照信息

安全等级保护测评对信息安全制度方

面的相关要求，仍存在着制度不健全、

不完善的问题，信息安全制度建设尚

未形成体系化。

二是安全技术有待提升。由于之

前财政专网是依托政务内网而建，与

互联网物理隔离，所以信息安全防护

措施比较单一，安全设备往往仅依靠

防火墙、漏洞扫描等设备，对全系统

缺乏必要的技术监控手段，存在“管

理黑洞”，导致系统管理人员很难细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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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地掌握网络中用户的行为，也难

以对外来入侵风险进行有效识别。

三是安全管理仍要加强。各级财

政部门对信息化重视程度不一，信息

安全工作相对滞后，缺乏统一规划，

各自为政；信息化专业队伍技术水平

参差不齐，缺少既懂业务又懂信息化

的复合型人才；业务操作人员、预算

单位用户、县区财政部门的信息安全

意识还比较薄弱，对安全管理的重视

程度也不够，帐号转借他人、U盘在

内外网间随意插拔、未经授权访问和

违规操作等现象时有发生。

明确财政信息安全建设要求

1.建设原则。财政信息安全保障

体系遵循以下建设原则：一是重点保

护原则。根据信息系统的重要程度、

业务特点，通过划分不同安全保护等

级的信息系统，实现不同强度的安全

保护，集中资源优先保护涉及核心业

务或关键信息资产的信息系统。二是

适度安全原则。任何信息系统都不能

做到绝对的安全，过多的安全要求必

将造成易用性降低和运行的复杂性，

因此应在安全需求、安全风险和易用

性之间进行平衡和折中。三是分步实

施原则。根据信息安全需求紧迫性的

顺序，规划信息安全建设的顺序，分

布实施信息安全建设。

2.建设目标。以信息系统“三级”

安全等要求为标准，构建“三位一体”

的财政信息安全体系，从技术上对网

络和信息系统进行及时监测及分析，

让信息系统的使用有规可循、有据可

查，保证整个操作流程清晰可控；保

障各种网络资源稳定可靠、受控合法；

保障数据在存储、传输、应用过程中

的安全；从管理上建立和完善信息安

全管理规范和机制。具体来说，就是

从安全管理制度、安全管理机构、人

员安全管理等方面进行管理体系建

设；从物理安全、网络安全、主机安全、

应用安全、数据安全等方面进行技术

体系建设；从系统建设管理、系统运

维管理等方面进行运行体系建设。

3.总体框架。无锡财政从信息安

全管理体系、信息安全技术体系和

信息安全运维体系三个方面着力构

建“三位一体”的财政信息安全体系。

循序渐进实施

（一）安全域设计。根据目前无锡

财政信息系统部署现状、业务需求以

及安全保护要求，从信息系统业务相

似性、资产相似性、安全需求相似性、

所面临威胁相似性这4 个维度，将信

息系统划分为计算服务、网络互连、

管理支撑三类安全域。

（二）构建信息安全模型。为了精

确、形象地描述信息系统的安全属性，

准确地描述安全与系统行为的关系，

参考WPDRRC信息安全模型，从实际

出发，综合考虑安全成本和风险级别，

采用PDRR模型进行安全体系方案

设计，即从P（保护能力）、D（检测能

力）、R（响应能力）、R（恢复能力）四

个环节明确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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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确安全域安全要求。现阶

段，单纯的依靠挖掘漏洞，填补漏洞

的这种“封堵查杀”的被动式防范已

经无法满足安全需求，只有采取主动

式预防的措施，以先进的网络攻防技

术作为信息安全的矛和盾，才能在信

息安全防护上做到攻守兼备、游刃有

余。所以，按照PDRR 安全模型，针对

不同的安全域，明确了网络和边界安

全、计算环境安全、管理支撑安全三

方面的具体要求。

（四）安全风险分析。对照“三级”

安全等要求，从网络安全、主机安全、

应用安全、数据安全、管理安全等方

面，对财政信息系统进行全方位、多

角度的问题排查，以便于信息安全体

系建设中真正做到有的放矢。

安全解决方案设计

（一）细化管理，筑牢信息安全外

围防线。俗话说：“三分技术，七分管

理”。光靠信息安全技术（产品）很难

实现信息安全的目标，加强信息安全

管理才是信息安全的解决之道。组织

机构方面，借助于“财政信息化管理

工作机制”平台，成立“无锡市财政局

信息化工作和网络安全领导小组”，下

设办公室，由各处室的一名信息化联

络员组成。通过完善组织架构，明确

不同角色的定位、职责以及相互关系。

人员安全方面，工作中大部分的信息

安全控制需要依靠人的自我约束、自

我控制和主观能动性。一方面积极开

展信息安全宣传，不断加强工作人员

的信息安全意识和安全防范意识；另

一方面，通过组织各种技术培训，学

习安全技能，提升信息安全工作的主

动性。制度标准方面，结合相关信息

系统安全等级保护要求，对涉及信息

系统的各类活动、各个细节均做了明

确规范，制定了《信息化工程（项目）

施工管理制度》、《外部人员访问重要

区域管理制度》、《网络安全管理制

度》、《系统安全管理制度》、《安全监

控和日志审计管理制度》等18个相关

操作层制度。通过不断完善相关制度

建设，织密信息安全防线，堵塞管理

机制漏洞。

（二）强化技术，练好信息安全

内在功夫。必要的安全设施、监控技

术、防范策略、溯源手段是支持和保

证财政信息安全体系顺利构建的钢筋

铁骨。2016年开始无锡财政在充分利

用现有资源的基础上，合理部署安全

设备，对网络及核心系统进行统一管

理和监控，以满足事前可预防、事中

可控制、事后可审计的安全防护要求。

网络安全方面，无锡财政已建成纵向

广域财政专网（实现省、市、县区、乡

镇四级财政网络的上下贯通），以及横

向城域财政专网（实现国地税、银行、

预算单位、非税单位的安全连通）。从

过去以系统划分为导向的条线式构建

模式，改变为以功能划分为导向的区

域式构建模式。按照服务器区、外联

区、内联区和安全管理区四个功能区

域对现有的网络结构和层次进行调整

优化，功能清晰，层次明了。系统和应

用安全方面，将所有非核心应用部署

在虚拟化平台上，既避免了服务器单

点故障时引起业务中断，又实现了硬

件设备的高可用。同时，将入侵检测

系统、数据库审计、网络日志审计、堡

垒机等安全产品有针对地部署在财政

内网的各个功能区域，并根据管理要

求配置了安全策略。可以严控用户操

作、抵御恶意攻击、发生问题快速精

确定位和溯源，全面保障财政业务安

全。数据安全方面，无锡财政已建成了

应用级、网络级和数据级的同城异地

容灾备份系统。近几年，为解决现有

存储资源无法互补共享、难以统一管

理的问题，对财政灾备体系重新进行

全局性的整体规划，率先探索采用存

储虚拟化镜像技术组建同城异地双活

数据中心。并将所有磁盘阵列纳入统

一存储资源池，构建财政信息系统云

存储平台，将核心系统及虚拟化平台

均纳入双活数据中心。这样，即使在

存储、网络或服务器任意故障情形下，

核心系统及虚拟化平台上的应用服务

都可做到业务不中断、数据零丢失，

确保财政业务运转连续、稳定安全。

（三）优化运维，确保信息安全落

地生根。一是运维管理制度化。通过

明确信息系统建设者、使用者、运维

者等各方的安全责任，从信息化项目

设计规划、建设、交付到运行维护的

全流程，都按照制度进行管理，做到

“责任到人、有章可循”，确保风险隐

患能得到控制和及时整改。二是运维

内容明细化。根据技术关联性划分岗

位职责，如网络管理岗、应用管理岗、

资产管理岗、审计岗等，全面细致地

定义每个岗位的运维内容，并针对每

个岗位实行AB角制度。运维内容主

要包括设备监控、安全策略管理、安

全事件预警和通知、安全事件分析和

响应、安全事件审计等。三是运维服

务流程化。在行政办公系统中集成开

发了信息化管理平台，创新性地设计

实现了信息化管理工作的全程网上管

理，实现了信息流、工作流、业务流的

集成统一。建立了分类细致、规范高

效的信息系统运维流程，通过流程化、

自动化的运维服务加强制度化和标准

化的落地，减少人为的矛盾，提高运

维效率和质量。

（作者单位：江苏省无锡市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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