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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看点一
如何破解全球经济

发展之困局
当下，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遭遇

严重冲击甚至出现多处梗阻，“逆全

球化”仍在抬头，地缘政治冲突频

频，粮食能源等问题突出，世界经济

正处于十字路口。面对这些不利因

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

银行等接连下调2023年全球增长预

期，多个主要经济体面临下行压力。

疫后世界经济何去何从？这一

话题受到了极大关注，多个分论坛

的议题设置都涉及全球经济的新格

局、新挑战和新展望。“世界经济展

望”将探讨世界经济今年面临的挑

战及能否触底反弹。“重塑全球化”则

将聚焦落实WTO多边贸易规则，促

进商品和服务在国际自由流动，促使

全球化朝更普惠均衡的方向发展。

目前，全球部分经济体以“控制

通胀”为首要政策目标，但美元加息

给全球经济带来的外溢影响，又会导

致部分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加剧。

年会将“通胀、滞涨与加息”纳入议

题，探讨在收紧货币政策与促进经

济复苏之间，如何微妙地维持平衡。

面对风急浪高的国际环境，中

国始终以开放姿态拥抱世界，希望

通过深化区域合作来为全球提供更

大市场，为世界创造更多机遇。“亚

洲区域合作：新机遇，新挑战”“全球

地缘政治展望”“产业链供应链新格

局”等分论坛，将为亚太地区乃至全

球的经济发展寻找“最优解”。

看点二
中国式现代化如何

发出最强音
百年变局叠加世纪疫情，在世

界经济艰难前行中，“中国声音”应

被听见。去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增长3%，城镇新增就业1206

万人。在全球高通胀的背景下，中

国居民消费价格上涨仅为2%，保持

较低水平，这尤为难得。

而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

将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定为

5%左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更为乐观，在判断世界经济增速可

能只有2.9%的同时，将中国经济增

速预期大幅上调到5.2%。世界经

济持续低迷，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

体的中国经济的加快回暖，无疑是

一针“强心剂”，对于稳住世界经济

“基本盘”具有重要意义。

同时，未来五年，也是中国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关键时

期，“中国式现代化”则是未来数十

年的发展路径，其中既有各国现代

化的共同特征，也有基于国情的中

国特色。开局之年，如何以中国式

现代化为世界经济注入活力？“中国

式现代化”“打造充满活力的现代企

业”等分论坛，将话题聚焦于探讨中

国式现代化的实现模式以及对世界

的意义。中国经济政策的走向，届

时将更为明晰。

看点三
深化区域合作带来

哪些新亮点
今年，是中国提出“一带一路”

倡议十周年。十年来，“一带一路”

已成为一项重要的全球公共产品，

丰富了国际发展合作的机制和内

容。在全球经济下行的背景下，“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如何深化经贸合

作？如何促进经济复苏与发展？怎

样在共建中实现绿色低碳转型，共

同应对环境与气候挑战？在年会新

设的“一带一路：共享发展机遇”分

论坛中，与会嘉宾将针对这些议题

各抒己见。

此外，2022年是《南海各方行

为宣言》签署20周年和《联合国海

洋法公约》通过40周年。站在新的

历史起点，应如何推进南海海上合

作？南海是周边国家的共同家园，

各方该如何充分挖掘潜力和空间，

发展新兴而可持续的海洋产业？今

年的“构建合作与安全的南海秩序”

分论坛将就这些话题展开探讨。

看点四
绿色低碳转型发展

有啥新趋势
绿色低碳转型，近年来不断被

提及，刚刚举行的全国两会上，“绿

色”更是成为“高频词”。2022年的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强调，“要推

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协同推

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建设美

丽中国”。

纵观本届年会，绿色发展议题

频现。全球大多数国家都已确立了

雄心勃勃的碳中和目标，在实际推

进中却困难重重，如何务实推进碳

中和目标的落地？如何加强亚洲国

家在碳中和技术产业方面的合作？

如何发挥绿色金融的作用，促进碳

市场建设？针对这些话题，“碳中

和：困局与破局”分论坛料将成为年

会焦点。

在低碳化的跑道上，还有一个

关键领域，即绿色清洁能源。全球

绿色能源供应链面临哪些机遇和挑

战？清洁能源如何破除障碍、加快

广泛应用？去年中国新能源汽车销

量全球第一，在这一领域又有哪些

新趋势？……“全球绿色能源与绿

氢供应链”“清洁能源的未来”等论

坛中，嘉宾将畅谈产业未来。

看点五
新产业新赛道如何

抓住新风口
博鳌论坛，从来不缺与时俱进

的热门话题。从大数据、生物医药

创新、元宇宙，到芯片竞争、人工智

能、ChatGPT，今年，一个个“热词”

在分论坛闪现，成为不少与会者最

期待的场次。大家普遍关注，在这

些新赛道与发达国家几乎站在同一

起跑线的中国，是否能奋力争先。

数字被称为新经济时代的“石

油”。在全球经济衰退阴影的笼罩

下，数字经济却在加速融合发展，如

何弥合不同国家、不同年龄、不同阶

层间的数字鸿沟？如何进一步完善

监管，促进数字经济优化存量、提升

增量？“推进数字经济”分论坛将聚

焦完善数字经济生态的路径。

ChatGPT面世引发热议，也预

示着前景广阔的人工智能将不断诞

生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和新市

场。如何抓住新的风口，用人工智

能满足城市、交通、医疗、教育等需

求？在“人工智能赋能美好生活”分

论坛中，各位业界大咖将畅聊人工

智能的新趋势。

特派记者 金旻矣
（本报博鳌今日电）

博鳌亚洲论坛2023年年会今开幕

五大看点感受“中国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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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带滨海小镇博鳌，又

迎来一年中的“高光时刻”。

阔别两年，年会会址所在地

东屿岛既熟悉又陌生。细想

之下，这份陌生感，来自那一

抹抹新增的“绿”。

还没进岛，为年会提供

保障服务的交通组司机卢师

傅，就不无自豪地说起了今

年会务车辆的不同：“所有进

岛车辆，必须是新能源车，燃

油车不让进了。如果有人坐

燃油车来，得去接驳点换新

能源车才能上岛。”顺着他手

指的方向看去，等候在路口

的排队进岛车辆，车牌果然

皆为绿色。

来到注册中心，资料袋

也更“绿”了。今年资料袋采

用杜邦纸制成，俗称“撕不

烂”。这种材料不仅坚韧耐

用寿命长，还可100%回收循

环使用，符合可持续发展的

环保理念。

待到入岛，“绿色”更是

无处不在。道路两侧和广场

绿地的垃圾桶顶部，长出了

一对对“小翅膀”。这就是带光伏

发电板的垃圾桶，不仅能自动感

应开盖，还能监测桶内空间，及时

发出清理提醒。岛上还装了一根

根光伏电线杆，自带小屏幕，不仅

可以照明，还能实现一键叫车、紧

急呼救、可视对讲等功能。

更多的光伏板，被铺设在包

括会议中心、新闻中心在内的岛

内场馆屋顶上。若用无人机从空

中俯拍，你会看到，成千上万的光

伏板契合着屋顶的坡度，排

列得整整齐齐，通过清洁能

源，降低小岛的碳排放量。

在先前举行的海南省新闻

发布会上，官方透露东屿岛

的所有场馆均已实现100%

“绿电”供应，全部电力都来

自于岛内外的清洁能源发

电项目。

“绿”还来自于植物。三

角梅，是海南省省花，也历来

是博鳌年会期间的亮丽名

片。但如今，除了三角梅，凤

凰木、火焰木、木棉也成了绿

地的“新宠”，它们共同的特

点便是固碳能力更强。在乐

美湖边滩涂上，新种植的红

树苗格外抢眼，不仅固碳能

力强，还能净化水质，这也成

了东屿岛零碳示范区生态修

复的内容之一。

建筑“穿衣”“戴帽”，

植物固碳更强，车辆升级换

代……这些，都是东屿岛建

设“博鳌零碳示范区”的冰山

一角。去年，住建部与海南

省决定共同创建零碳示范

区，首个示范区就选址博鳌东屿

岛。今年博鳌年会前夕，示范区

阶段性成果“亮相”，16个项目建

成，可实现减碳9055.8吨/年，年

供清洁电力1510万千瓦时。到

明年年会前，其余项目将全部完

工，东屿岛将全面实现零碳运行。

一座“绿色小岛”，已初具雏形。

期待明年，它会带来更多惊喜。

特派记者 金旻矣
（本报博鳌今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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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梅盛开，世界再次进入“博鳌时
间”。今天，博鳌亚洲论坛    年年会开
幕，在接下来的4天中，年会将以“不确定
的世界：团结合作迎挑战，开放包容促发
展”为主题，邀请嘉宾共商疫后世界发展
大计，促进国际团结合作，力求为“世界之
乱”带去“中国之策”。

作为三年疫情后重启的首次全线下
年会，本届博鳌亚洲论坛设置了数十场分
论坛、圆桌会议、企业家对话等。其中，分
论坛包含发展与普惠、治理与安全、区域
与全球、当下与未来四大板块，并将带来
五大看点。

■ 博鳌亚洲论坛国际会议中心 金旻矣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