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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
开辟未来新景象

当前，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快速发

展，数字技术正全面融入经济社会的各

个领域，新能源汽车技术创新节奏明显

加快，绿色技术在促进可持续增长中发

挥日益重要的作用……科技创新正在

改变世界。

如果强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颠覆

性技术相互赋能，世界将呈现怎样的面

貌？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将发生哪些变

革，可能面临哪些风险？人工智能全球

治理应遵循哪些宗旨和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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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的相关议题尤

为密集。

与会嘉宾在“科技革命‘奇点’离我

们有多远？”“AIGC改变世界”“新能源

汽车赛道的未来”“人工智能全球治理”

等多个分论坛上，将就上述问题进行深

入探讨。

论坛年会还专门设立了“‘创新、绿

色、数智、融合’引领高质量发展”“融合

与创新的数字经济”分论坛，交流传统

产业转型实践和经验，探讨挑战和机

遇，倡导国际社会在新领域加强合作、

共享红利，使科技革命和数字经济惠及

更多群体。

无论是新技术开辟全新未来景象，

还是应对可能出现的科技伦理问题和

风险，人们都期待着博鳌嘉宾的讨论，

为人类未来描绘出更清晰的画卷。

博鳌亚洲论坛2024年年会
四大板块议题解析

将于3月26日至29日在海南博鳌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2024年年会，以“亚洲与世界：共同的挑战，共同的
责任”为主题，呼吁世界各国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共同肩负促进和平与繁荣的责任。

当今世界，变局与变革纷呈，挑战与机遇并存。
博鳌亚洲论坛2024年年会议题设置呼应各方关切，设立“世界经济”“科技创新”“社会发展”“国际合作”四大

板块数十个议题，涵盖40多场分论坛活动，为应对全球共同挑战，凝聚博鳌共识，贡献博鳌智慧，提出博鳌方案。

世界经济：
激发增长新动能

博鳌亚洲论坛今年年会设置了“世界经

济展望”“减少贸易碎片化”等议题，力图为充

满不确定性的世界经济，探寻更确定的前行

方向。

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持续调整，

出现了哪些变化？如何解决好资源全球配置

造成的国家间和各国内部发展失衡问题，推

动实现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

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李保东认为，国际

社会应坚持发扬包容创新、合作共赢的精神，

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论坛希望通过年会，

呼吁各国加强团结与合作，重建信心与信任，

共促和平与发展。

如何激发增长新动能，促进世界经济增

长？

今年年会重点关注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

进展和经济增长，将举行“深化亚洲金融合

作”“打造亚洲增长中心”“投资亚洲未来”多

个分论坛。

博鳌亚洲论坛2024年年会旗舰报告评

审专家认为，亚太地区仍是全球增长的关键

驱动力。亚洲经济体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

稳定，持续推进区内经济一体化进程，将为全

球经济稳定与增长提供重要支撑。

今年年会增设了“全球南方的兴起”议

题，旨在促进全球南方在贸易、债务、粮食、供

应链、科技、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深化团结合

作，共同应对风险挑战，促进世界多极化向更

加平等有序的方向发展。

博鳌亚洲论坛已成为国际社会零距离观

察和了解中国未来政策走向的机会，也是商

界人士发现商机、寻求合作的重要平台。论

坛设立了“中国经济展望”议题，“因地制宜发

展新质生产力”“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高质

量发展”也将成为今年年会的讨论热词。

社会发展：
聚焦养老和医疗健康

今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设置了社

会发展板块，重点探讨当前经济背景

下，养老、医疗健康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和国际合作问题。

李保东表示，博鳌亚洲论坛除关

注传统经济议题外，把视野拓展到创

新、健康、教育、文化和媒体，观察经济

发展和社会发展的相互影响和作用。

目前，应对人口老龄化、构建老年

友好型社会，是很多国家面临的共同

课题。年会将举办“展望老龄友好型

社会”分论坛，就如何进一步完善社会

保障、养老服务和健康支撑三大体系

展开对话。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截至

2023年末，60岁及以上人口已占全

国人口的21.1%。与会嘉宾在论坛上

介绍的实践范例和发展思路，将为我

国建设老年友好型城市和社区提供更

多借鉴。

罕见病是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医

学难题，促进健康公平可及是国家和

社会的共同责任，但目前在疾病诊疗、

医疗保障、资源配置、跨国合作、药品

研发、研究体系、人才培养等方面，仍

存诸多挑战。

今年论坛就全球3亿多罕见病患

者的健康和权益保障，设置了议题。

各国在应对罕见病挑战中有哪

些实践案例可互相借鉴？如何通过

跨国合作提高罕见病诊疗技术和药

物的可及性？如何推动政产学的融

合，构建更加高效的罕见病诊疗体

系？这些问题，都将在议题讨论中得

到更多解答。

国际合作：
应对共同挑战

当前国际格局和国际体系发

生深刻调整，全球治理体系发生

深刻变革。人类社会面临诸多共

同挑战：

各国如何加强宏观政策协

调，增强增长动力？各个领域的

利益相关者如何加强合作，推动

在全球形成统一的人工智能治理

框架和标准规范？

气候变化给人类可持续发

展带来巨大挑战，国际社会如何

跨越政治藩篱，加强应对气候变

化的政策协调，增进低碳发展

合作，共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之道？

国际社会共同面对的挑战，

体现在今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设

置的议题上。

李保东表示，面对挑战，博鳌

亚洲论坛坚持走多边主义的团

结合作之路，坚持发挥自身跨文

化、跨领域、跨界别的优势，坚

持发扬包容创新、合作共赢的博

鳌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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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海口3月25日电记
者周正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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