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博鳌亚洲论坛国际会议中心。 新华社记者 蒲晓旭 摄

博鳌亚洲论坛2025年年会将于3月25日至28日在海南博鳌举行。今年年会以“在世界变局中共创亚洲未来”为主题，围绕“把握大
势”“促进增长”“塑造未来”“发掘动力”四大方向设置议题，涵盖40多场系列活动。

当今世界正经历深刻变革和复杂调整，如何在变局之中开创新局？今年博鳌亚洲论坛将为亚洲和世界发展凝聚智慧、探寻良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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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全球经济增长面临诸
多不稳定因素，如何营造有利外
部环境、实现普惠包容的全球化？

今年年会将举办“实现普惠
包容的全球化：路径与行动”圆
桌会和“释放区域自贸安排的更
大潜力”“重振 APEC：共迎挑
战 ， 共 享 机 遇 ”“ 跨 境 电 商 合
作：互惠共赢的贸易新动能”等
分论坛，提出应对当前挑战的思
路举措，为经济全球化挖掘新
动能。

张军表示，中国和东盟等亚
洲经济体表现出较强韧性，在经
济增长、贸易、创新、区域经济
一 体 化 等 方 面 将 继 续 走 在 前
列，为经济全球化作出新贡献。

周小川认为，面对单边主义
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冲击，亚洲区
域经济一体化稳步推进，区域互
联 互 通 进 一 步 提 升 ， 跨 境 电

商“跑”出新速度，亚洲各国正
携手推动重构普惠包容的经济全
球化。

多年来，博鳌亚洲论坛已成
为国际社会观察、了解中国经济
政策走向和改革开放动向的重要
窗 口 ， 也 是 商 界 人 士 发 现 商
机、寻求合作的重要平台。在今
年的“高端对话：中国改革与经
济前瞻”活动上，与会嘉宾将共
同关注中国经济未来发展趋势。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
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连续多
年 超 过 30% 。 联 合 国 前 秘 书
长、博鳌亚洲论坛理事长潘基文
分析说，中国全面深化改革、进
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实行更加积
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有助于中国
经济走上高质量、稳健和可持续
增长的轨道，也有利于亚洲和整
个世界发展。

凝聚智慧 共创未来
——博鳌亚洲论坛2025年年会前瞻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周正平 刘邓 宋佳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技术进
入爆发式发展阶段，大模型等技
术正快速迭代并应用到各行各
业；在创造更多发展机遇的同
时，以 AI 为代表的新兴技术也带
来很多风险挑战。

如何全面和科学地评估人工
智能给人类带来的潜在影响和风
险？如何平衡推进人工智能的应
用与治理？如何避免形成新的数
字鸿沟？

今年年会继续关注全球科技
创新发展趋势，围绕世界科技发
展前沿面临的问题设置相关议题。

企业拥抱人工智能是大势所
趋。今年年会专门设置面向企业
的“在 AI 应用中塑造核心竞争
力”和“大变局下企业的应对之
道”等议题，为企业界应对世界变

局、把握创新方向提供思路和建议。
“AI：如何做到应用与治理的

平衡推进？”“加强数字能力建
设，跨越数字鸿沟”等分论坛既
聚 焦 推 动 加 强 科 技 应 用 与 治
理，实现创新发展，为经济增长
和社会发展提供动力，也探讨如
何防范可能出现的风险，让科技
成果惠及各国民众。

张军表示，全球范围内的技
术封锁和“脱钩”行为，与当前
谋求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时代
潮 流 和 国 际 社 会 共 识 背 道 而
驰。博鳌亚洲论坛将始终坚持多
边主义和区域合作的理念，积极
推 动 国 际 科 技 创 新 对 话 与 合
作 ， 为 全 球 科 技 创 新 营 造 开
放、包容、公平、非歧视的良性
生态和环境。

发掘动力
加强人工智能应用与治理，推动创新发展

今 年 是 联 合 国 成 立 80 周
年，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
及其所代表的多边主义正遭遇前所
未有的冲击，地区冲突升温，经济
全球化遭遇阻力，气候变化、贫富
差距等全球性问题突出。

面对日益碎片化的世界，如
何加强国际社会的团结合作，重
振多边体系，形成应对全球性挑
战的合力？

今年年会设置“高端对话：在
世界大变局中重建信任”“多边主
义 的 未 来 ”“ 构 建 开 放 世 界 经
济：挑战与出路”“全球南方：共
同迈向现代化”等多场活动，围
绕如何加强联合国未来峰会之后
的全球治理，如何加强文明对

话、促进理解信任，如何营造和
平发展环境、维护共同经济安全
等进行探讨。

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周小
川表示，国际大环境仍将充满挑
战和不确定性，但全球南方卓然
壮大的大势不会变，亚洲国家推
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的方向
不会变，中国推动改革开放的决
心不会变。

在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张军
看来，国际社会正面临方向危
机、信任危机、治理危机。年会
期间探讨的一系列议题，旨在弘
扬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增
进信任，促进合作，把握好正确
方向。

把握大势
在世界大变局中重建信任，促进合作

促进增长
推动全球化再平衡，实现包容性发展

根据联合国 2024 年发布的可
持续发展目标报告，2030 年可持
续发展议程中仅有 17%的目标进
展顺利，超过三分之一的目标处
于停滞或倒退状态。

距离 2030 年还有不到五年时
间，如何制定涵盖不同层面且切
实可行的行动计划，确保联合国
2030 年 可 持 续 发 展 议 程 如 期
实现？

聚 焦 加 快 落 实 可 持 续 发 展
目标，今年年会设置的相关议
题 尤 为 密 集 。 与 会 嘉 宾 将
在“在世界转型中实现可持续
发展”“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与
方 案 ”“ 携 手 促 进 亚 洲 能 源 转
型”“加快构建新能源体系，共
创世界绿色未来”等多场活动
上，深入探讨相关问题，并总

结分享成功经验。
相关专家认为，面对气候变

化带来的重大现实威胁，亚洲国
家通过加快科技研发与部署、加
大公共与私人部门资金投入等政
策举措，务实推进绿色发展。

多位专家表示，在利用基于
自然的气候解决方案以及通过碳
定价、碳市场等激励约束机制促
进碳减排上，亚洲可以为世界带
来很多创新的机制和工具，应加
强国际合作。

低收入国家和冲突地区医疗
资源匮乏，人口老龄化进程明显
加快……今年的“人人享有健康
的共同未来”圆桌会和“人口老
龄化与养老金改革”分论坛，将
针对健康鸿沟和不平等问题探寻
答案，提出更多对策办法。

塑造未来
加快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更好应对全球性挑战

博鳌亚洲论坛国际会议中心。 新华社记者 郭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