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共享机遇
以中国创新发展为全球经济提供动力

把握好开放与发展的机遇，是推动经济复苏的关

键。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质生产力这一概

念，并进行系统阐述。今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新

质生产力成为热议话题，如何加大创新力度、怎样拓

展国际合作空间，引发各方关注。

携手促进科技创新，激发发展潜能——

翻开年会日程，一系列与“新”有关的话题成为焦

点。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院长余晓晖说，2023年，全

球人工智能产业规模为 5132 亿美元，同比增长

20.7%。“大模型将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变革的重要驱

动力，要推动信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技术共享、

国际合作。”

2023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占全球比重超

过60%，5G用户普及率超过50%……中国加快发展

新质生产力，让世界看到发展的新活力，也拓宽合作

的新空间。

共享中国机遇、共创美好未来——

“海南自贸港封关后，跨境物流发展有什么新突

破？”“海南未来能否开展高级别自动驾驶示范区建

设？”……3月19日，一场政企对话会暨投资恳谈会在

海口举行。外资企业提问题、说建议，探讨如何进一

步深耕中国市场。

海南自贸港政策不断完善，让更多企业看到无限

可能。出台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行动方案24条

措施，首次发布全国版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近

期，一系列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举措，更展现了中

国愿同世界共享机遇的决心。

“中国经济具有强大韧性和潜力，是后疫情时代

全球经济发展的中流砥柱。”李保东在博鳌亚洲论坛

26日召开的年会新闻发布会上说。

今年全国两会上，中国设定了5%左右的经济预

期增长目标。参会嘉宾期待，中国经济的持续回升向

好和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更强

动力。

“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一个更加开

放、高质量发展的中国，将持续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

动力”……参会嘉宾纷纷表达对开放发展前景的信

心。

万泉河边，天高海阔。人们期待着，新的“博鳌方

案”汇聚起和合共生、共创未来的强大力量。

携手前行共谋发展
——写在博鳌亚洲论坛2024年年会召开之际

共担责任
以开放共赢凝聚共识

3月26日下午，博鳌国际会议中心一层东屿宴会

厅，年会第一场分论坛开场前10分钟，会场内已座无

虚席。

从26日起的4天时间里，近2000名嘉宾聚首南

海之滨，聚焦世界经济、科技创新、社会发展、国际合

作四大板块议题深入交流。从论坛到圆桌会、对话

会，年会为各界人士提供增进了解、求同存异的机会。

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李保东说，每个板块的议题

均体现团结促发展这一主旨，通过深入探讨求证，直

面挑战、共担责任是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是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选择。

于变局之中共谋出路、共促发展——

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地缘政治冲突加剧，保护主

义、单边主义上升……纵观全球，发展问题与安全问

题错综交织。博鳌亚洲论坛26日发布的《亚洲经济

前景及一体化进程2024年度报告》指出，2024年仍

将是全球经济动荡和分化的一年，亚洲经济面临的外

部环境依然严峻，同时需要应对好内部挑战。

“减少贸易碎片化”“加快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破

解安全难题、共促世界和平”……数十个议题聚焦世

界发展的迫切问题；“必须阻止世界被拉进利己主义

和单边主义怪圈”“通过合作来降低碎片化的代

价”……多国嘉宾不约而同地表达了携手合作、共克

时艰的共识。

在新起点上交流协作、共享智慧——

科技创新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有力武器，共促创

新合作是各方关切。“整体创新的协同才是新技术新

产业发展壮大的保证。”中兴通讯董事长李自学以信

息通信产业举例，数字领域技术密集、创新速度快，面

向未来，更要打造开放共赢的生态体系、贯通上下游

的创新配合。

绿色发展是时代的呼唤，碳减排、碳中和是国际

合作重点之一。澳大利亚福特斯克金属集团执行董

事长安德鲁·福瑞斯特认为，要发挥绿色能源技术在

遏制气候变化方面的关键作用，在全球范围内投资、

创新与合作。

全球安全倡议、共同应对老龄化……这些议题凸

显完善全球治理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参会嘉宾期待，

博鳌亚洲论坛发出的团结合作之声，为各国应对挑

战、推动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

共迎挑战
以包容务实深化合作

3月18日至21日，中国贸促会2024年首场外资

企业“地方行”活动走进海南。来自美国、日本等国

家和地区的39家外资企业代表实地考察产业、开展

商务对接。企业代表表示，中国不断优化的营商环

境，将为各国企业带来发展新机遇。

应对挑战，各国需要在开放包容中同舟共济，人

们期待以务实行动推动全球经济稳健复苏。

实体经济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坚实支撑，今年年

会专门设置“实体经济的突围”分论坛。

“实体经济要实现突围，一定要有产业共荣意

识。”vivo执行副总裁胡柏山表示，期待通过产业链

协同，加强区域化布局、区域间合作等方式，消除壁

垒，助力稳健经营。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认为，从中期看，全球

经济增长率预计在3%上下波动，增速较为疲软的主

要原因在于生产效率增长缓慢、债务水平高企以及

紧张的地缘政治局势。各国需要整合减少债务，重

建“缓冲区”，同时为本国经济的数字化变革和绿色

转型提供资金。

从投资亚洲未来到加速迈向零碳电力，一个个话

题紧扣当下热点；从抵御通胀，建议各国做好多部门

协调施策，到通过跨国合作提高罕见病诊疗技术和药

物可及性，参会嘉宾思想碰撞，着力谋划“博鳌方案”。

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经济最具活力的地区，亚

洲各国尤其需要深化区域合作。

《亚洲经济前景及一体化进程2024年度报告》指

出，亚洲经济增长和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动能仍然强

劲。亚洲仍将是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地区。

“亚洲地区有着共克时艰的传统。”中日韩合作

秘书处秘书长李熙燮表示，多年来，亚洲地区通过合

作机制积累信任，也在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

定》等为框架构建更加包容、有效的地区合作架构。

“要让这些多样机制相互补充，更好发挥协同效果。”

2000年至2023年，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经

济增速的平均值为5.2%。“全球南方”经济实力的日

益增长为全球发展治理注入日益强劲动力。

“‘全球南方’和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将成

为新型全球化的重要力量，推动全球朝着开放包容、

普惠共赢与可持续的方向前进。”中国人民大学党委

书记张东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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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海南博鳌3月26日电 3月的博鳌，潮平海阔，绿意盎然。26日，博鳌亚洲论坛2024年年会如期而至。
面对日益增多的全球性挑战，国际社会求和平、谋发展的呼声更加强烈。全球政商学界汇聚一堂，“亚洲与世界：共同的挑战，共同的责任”主题背后，有着共克

时艰、共创未来的期盼与渴望。
2013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五次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发表主旨演讲，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创亚洲和世界更美好未来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此次博鳌亚洲论坛是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首次举行的全线下年会。人们期待，论坛汇聚携手前行正能量，奏响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命运交响。

博鳌亚洲论坛国际会议中心。（新华社记者
杨
冠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