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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世界经济

张文赫

2024 年的世界经济充满着机遇和

挑战。 作为博鳌论坛中各位代表探讨

的首个大板块，全球经济发展的趋势

可谓万众瞩目。 那么，当前世界经济

面临着什么样的挑战，我们又应该怎

样面对这些挑战呢？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

研究所所长张宇燕在会议中指出，当

前世界面临的重要挑战就在于“碎片

化”，减小经济的碎片化，各国应该加

强协调合作，坚持全球化的正确方向，

捍卫多边主义，避免搞筑墙设垒、脱钩

断链和经济胁迫， 要建设开放性世界

经济，反对保护主义，避免滥用国家安

全理由限制贸易和投资， 应积极参与

ＷＴＯ 改革， 充分利用好区域合作机

制和地区经济一体化出现的新趋势，

积极促进自由贸易和投资。

亚洲经济面临的另一大挑战则是

消费端低迷。 想要扩大消费，首先要扩

大收入预期。 这就要求我国进一步改

善营商环境，稳定企业家信心，从而增

强居民对未来发展的预期， 进而实现

预期收入放大的效果。 除此之外，还要

有效稳定与活跃资本市场。 资本市场

是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量的主要来源 ，

稳定与活跃资本市场， 包括稳定房地

产市场、活跃与丰富股票基金市场，不

仅有助于公民扭转对资产价格下行的

担忧，更能增强对未来发展的信心，进

而放大未来收入的预期效应。

“要做到真正的强大，就必须要真

正的开放 ， 世界经济需要中国的增

长 ”，博鳌亚洲论坛咨委 、法国前总理

拉法兰在“中国经济展望”分论坛上提

到。 世界经济需要中国，而当前国际形

势波诡云谲，逆全球化思潮抬头，西方

国家对我国虎视眈眈，在此背景下，亚

洲各国联合起来， 共同发展经济必将

成为共识。

关注科技创新

刘楚龙

在看完博鳌论坛中关于科技创新

板块的报道后，我深有感触。 在学校开

展的《形势与政策》一课中，老师曾多

次强调部分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的技

术封锁， 这也让我更加理解创新的意

义。

创新作为发展的第一动力，能够推

动经济、技术等众多领域的发展。 今年

博鳌亚洲论坛年会瞄准世界科技发展

前沿、 新型产业发展前沿和面临的治

理问题， 充分探讨人工智能、 量子计

算、 可控核聚变等颠覆性技术发展迅

速，如何将之交互联通，亚洲各国又该

如何抓住这一历史机遇期？ 在充分理

解与会成员观点后， 我将之整理为以

下几点。

首先，统筹能源基地布局和算力布

局，形成人工智能发展基础竞争力。 我

国西部地区电力资源丰富， 要充分利

用这个优势，推进“东数西算”等工程，

在西部建设一批算力工厂， 为人工智

能赋能。 其次，主动设计极富挑战性的

场景，引导更具长期性、独创性的科技

攻关。 将深海探索、火星勘测等重大任

务作为强人工智能的发展场景， 设定

长远目标和重要里程碑， 激励科学家

开展长期性、独创性研究。 最后，要加

强以企业为核心的协同， 提高颠覆性

技术生态掌控力 、 打破技术壁垒，实

现对西方国家技术壁垒的“突围”。

本届博鳌亚洲论坛明晰强人工智

能为代表的颠覆性技术带来的突破和

威胁， 这也为人类未来描出更清晰的

画卷。

共谋社会发展

张嘉逸

在本届博鳌论坛年会中，社会发展

板块格外惹人注目。 在当前全球老龄

化严重、 医疗健康问题仍需被重视的

社会环境中， 博鳌论坛重点探讨了当

前经济背景下，养老、医疗健康事业的

可持续发展和国际合作问题。

随着老年人口比例的不断上升，如

何构建老年人友好社区，让“养老”变

为“享老”成为各国重点讨论的议题 。

我国向 来 重视 人口 老 龄化 问题 ， 在

2024 年政府工作十大任务中， 多项任

务涉及养老相关工作，包括养老金融、

养老照护、养老消费、适老化改造等领

域。 在展望老龄友好型社会分论坛中，

与会嘉宾们针对如何完善社会保障 、

养老服务和健康支撑三大体系， 以及

健康老龄化理念应具备的新内涵等议

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这些讨论旨在为

各国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提供新的思

路和解决方案， 共同推动全球老年友

好型社会的构建与发展。

医疗健康是世界各国都需要保障

的民生福祉 ，如何进一步完善医疗制

度 ，保障公民的身体健康几乎是所有

国家面临的共同课题 ，而罕见病是医

疗健康问题中，各国共同面对的医学

难题。 在博鳌“关注罕见病，促进健康

公平普及 ”分论坛中，与会嘉宾共同

探讨如何为患者打开“健康之门 ”，帮

助患者获得更多权益保障。 罕见病既

是世界各国的共同挑战，也是共同责

任 ， 博鳌论坛对于罕见病的热议，无

疑是在向世界传递各国“升温 ”合作，

加速罕见病困境“破冰 ”，努力让“医

学孤儿”不再孤单的讯号。

博鳌亚洲论坛对于社会发展等民

生问题的热议， 展现了与会各国对于

人权的重视， 也充分彰显了我国的大

国情怀。

深化国际合作

张 弛

“世界各国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

大船上，要穿越惊涛骇浪、驶向光明未

来，必须同舟共济”。 两年前，习近平总

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 2022 年年会开幕

式上以“船 ”作喻 ，形象描述了人类命

运休戚与共的时代大势。 而在今年年

会的开幕式上， 博鳌亚洲论坛理事长

潘基文则再次以“船 ”为喻 ，呼吁各国

深入合作：“全球危机迫使我们坐在一

条船上，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向同

一个方向划，而且是正确的方向。 我们

面临着共同的挑战， 必须承担起自己

的责任。 ”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只有

各国联手，深化合作，才能度过一次又

一次危机。

中国一直是国际合作的积极推动

者 ，一直以来，中国重视南南合作，帮

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 在

2000 到 2010 十年间，中国为 51 个非洲

国家援助了 1673 个项目。这些项目中，

有世界上最长的人工大坝麦洛维大

坝， 全场近万米的大坝将尼罗河下游

超过 100 万亩的土地变成良田；有埃塞

俄比亚历史上第一条高速公路： 亚的

斯亚贝巴 - 阿达玛高速公路， 将两个

城市之间原本 45 小时的车程缩短到

2.5 小时；有刚果共和国第一座符合标

准的体育场馆布拉柴维尔体育中心，

正是这个体育场让第 11 届非洲运动会

得以完满召开。 中国坚持国际合作，在

博鳌亚洲论坛中， 中国也表示将通过

提供贷款、 技术支持和人才培训等方

式， 助力其他发展中国家提升自主发

展能力，努力缩小南北差距。

深化国际合作不是一句空话，而是

当今局势下的迫切需求。 只有亚洲各

国联合起来， 才能在西方国家的虎视

眈眈中依旧行稳致远。

携手应对挑战

温 特

一路颠簸行来的 2023 年已抵达终

点，崭新的 2024 年“接棒”开启征程。立

于新起点 ，2024 年全球又面临哪些挑

战呢？ 面对这些挑战，各国又该如何应

对？ 2024 博鳌亚洲论坛年会聚焦各国

面临的共同挑战， 为国际社会携手应

对全球性挑战提供一个重要的沟通对

话平台。

人类刚刚经历了有气象记录以来

最热的一年，全球平均气温、海表温度

打破历史纪录； 多个国家和地区遭遇

了异常猛烈的高温干旱和暴雨洪水 。

全球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的频发让各国

更加警惕以全球变暖为主要特征的气

候变化不断加剧这一事实， 而气候问

题也成为了各国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

之一。 去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

约》 第 28 次缔约方大会报告显示 ，世

界未能到达减排目标。 这份报告也再

次提醒我们，应对全球气候问题、实现

《巴黎协定》温控目标已迫在眉睫。 中

国作为提前超额完成气候行动目标的

国家， 在博鳌亚洲论坛中积极与其他

国家交流节能减排方法， 敦促与会各

国携手应对共同的挑战。

人工智能在过去的几年中飞速

发展，随之而来的，就是人工智能失

控或 被恶 意 滥用 推升 的 安全 风险 。

“国际社会就人工智能治理逐步达成

共识 ，确立了 AI 治理的基本原则。但

关键的是 ， 如何能够把道德规范变

成统一的监管框架 。 ” 在论坛中，各

嘉宾充分分析了人工智能可能带来

的风险 ， 并共同寻求有效地监管和

治理人工智能的统一模式 。

面对全球纷繁复杂的挑战与难题，

博鳌亚洲论坛传递出了各方携手同

行、共创未来的美好愿景。

齐赴博鳌之约 共话亚洲未来

万泉河边，天高海阔。 近期，博鳌亚洲

论坛 2024 年年会落下帷幕。 在四天的集会

时间中， 来自六十多个国家及地区的近两

千名代表在四十余场分论坛和相关活动中

进行了深入探讨。 今年的博鳌论坛年会设

置了五个板块议题，即“世界经济”“科技创

新”“社会发展”“国际合作”“共迎挑战”。

师大学生聚焦博鳌畅谈发展。

师大学子聚焦博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