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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新闻

人工智能（AI）行动峰会10日至11日在

法国巴黎举办，由法国和印度联合主持，吸引

全球10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和科技巨头代表

参加。

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引发的智能革命对全

球政治经济格局产生深远影响，同时人工智

能的全球治理仍面临不少挑战。此次峰会是

2023年由英国举办的首届人工智能安全峰会

的后续，旨在凝聚全球共识，共同推动人工智

能向善发展。

法印联合主持
此次峰会上，法国旨在通过创新性的

“3S”框架（科学、解决方案和标准）来回答如

何推进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在科学方面，将

以科学共识为基础发布《人工智能安全报

告》；在解决方案方面，将为科学、文化、医疗

健康和工业等具体应用场景提供方案；在标

准方面，致力于通过统一标准管理人工智能

对环境的影响，实现绿色发展。

值得关注的是，此次峰会被法国媒体誉

为“欧洲觉醒”的盛会，并邀请印度共同主持。

法国这样安排主要基于三方面考虑：

一是借主场外交的东风积极推动法国人

工智能技术和产业发展。尽管法国拥有

MistralAI这样能与美国OpenAI齐名的前沿

大模型企业，但总体发展不济。不仅是法国，

整个欧盟都对本土人工智能企业缺乏国际竞

争力而担忧。

二是在全球人工智能规则制定中嵌入法

国主张，亮出欧洲观点。由于人工智能技术

发展令人眼花缭乱，目前全球缺乏真正的多

边治理规则，各方都在根据自身利益和偏好

来制定规则，试图抢占先机。法国更担心自

己沦为人工智能国际规则的追随者，甚至丧

失话语权。

三是通过联合印度以及全球南方国家壮

大声势，推动普惠发展。印度是目前全球增

长最快的人工智能市场，因而成为法国马克

龙政府重要的国际布局。在印度背后还有广

大全球南方国家，其中大部分缺乏足够的数

字化基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进一步

扩大了数字鸿沟。

不确定性增多
当前人工智能发展迎来重大机遇期，主

要大国和一批发展中国家纷纷出台人工智能

技术和产业发展战略，试图在新一轮智能革

命浪潮中抢占先机。据统计，2024年全球人

工智能产业投资规模超过1千亿美元，比上一

年增长约80%。人工智能技术持续爆发式增

长，前沿大模型竞争日益激烈。中国

DeepSeek打破美国对前沿大模型的垄断，进

一步推动了全球人工智能快速发展。

然而，未来人工智能发展面临的挑战和

不确定性也日益增多：

一是人工智能本身的安全问题尚未得到

解决。无论是模型本身的稳健性，还是提示

词攻击、数据投毒、算法黑箱等技术，都会在

越发广泛的应用中带来安全风险。国外最新

研究表明，前言大模型甚至会通过“密谋”故

意欺骗监管者。

二是如何应对人工智能带来的社会冲

击。人工智能已经导致部分行业出现失业危

机，机器人聊天和换脸诈骗等不当使用给个

人生命和财产安全带来危害的案例越发普

遍，人工智能武器的滥用也引发严重的国际

法和伦理问题。

三是全球人工智能规则仍呈碎片化态

势。各方在法律监管、数据流动、伦理规则等

方面的分歧依旧突出，个别国家以大国竞争

谋求人工智能垄断地位，放任本土企业“野蛮

生长”，阻碍全球人工智能的普惠包容发展。

去年联合国未来峰会通过《全球数字契约》，

呼吁各方共同解决当前人工智能发展碎片化

和机会不均等问题。

此次在巴黎召开的人工智能行动峰会将

在多大程度上回应上述挑战并提出解决方

案，值得进一步关注。

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副教授 江天骄

凝聚全球共识 推动向善发展

人工智能行动峰会在巴黎召开

据新华社消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

斯科夫9日说，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

媒体采访时称曾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讨

论解决俄乌冲突问题，“既不能确认也不能

否认”。不过此前佩斯科夫曾表示，俄美之

间各部门层面的接触已经开始，且接触有所

加强。

线下见面为期不远？
在被问及美俄领导人通话的具体次数

时，特朗普表示“不便透露”，这被一些媒体

解读为不止一次。特朗普还称，普京“希望

看到人们不要再死去”，因此他将可能与普

京会谈，主要议题为“如何结束俄乌冲突”。

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青年研
究员苟利武分析：“普京与特朗普线下见面
的可能性确实在增大，普京曾明确表态可以

和特朗普以各种形式沟通俄乌局势。但目

前看，俄乌双方都不愿意妥协。对俄罗斯来

说，看到特朗普上台后几乎彻底改变前任拜

登的乌克兰政策，增加了俄罗斯获益的信

心。而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来说，冲突持

续对他本人未必是坏事，毕竟他的国内支持

率在下降，特别是他所在的人民公仆党支持

率已落后于乌克兰前总统波罗申科所在政

党。如果仓促结束冲突，泽连斯基有被清算

的可能。”

特朗普能够明确的是近期将与泽连斯

基会面，“地点可能是华盛顿”。

特朗普任命的俄乌问题特使凯洛格则

称，将在14日至16日举行的慕尼黑安全会

议上提出一项美国盟友们“期待已久”的旨

在结束俄乌冲突的“和平计划”。苟利武认

为，欧洲各国集体军费开支提到5%，可能是

特朗普“和平计划”的一个条件，亦即希望北

约中的欧洲国家而不是美国更多承担军事

开支。

明批拜登暗讹稀土
特朗普还说：“我可不像拜登，我与普京

的关系还不错。”

回看拜登上台后，2021年6月曾在瑞士

日内瓦实现美俄领导人会晤。当时，普京当

面向拜登历数北约违背承诺屡屡东扩的历

史，警告拜登北约不能继续东扩，比如接纳

乌克兰为新成员。

此次美俄峰会之后半年里，拜登政府不

断给乌克兰供应军事装备，俄罗斯则加紧准

备“特别军事行动”，终于酿成俄乌冲突爆

发。而特朗普于2024年竞选美国总统开

始，就屡屡拿俄乌冲突做文章，比如号称自

己一旦再次入主白宫，将在24小时内结束

俄乌冲突。可如今他入主白宫已经大半个

月，俄乌仍然在前线鏖战。

特朗普的口风也发生了变化。他3日

在白宫会见媒体时称，“我们希望与乌克兰

达成一项协议，他们用稀土等来换取我们给

他们的东西”。泽连斯基也在基辅回应，“一

些伙伴帮助乌克兰保卫领土，而乌克兰有足

够的稀土资源，对这些伙伴开发有关矿产资

源持开放态度”。

苟利武指出，稀土是乌克兰吸引特朗普

支持的为数不多的筹码。不难看出，特朗普

明批拜登，暗自也在想着从乌克兰得到些什

么。至于是否尽快结束冲突，似乎已不是排

在议事日程第一序列之事。 姜浩峰

俄总统新闻秘书：既不能确认也不能否认

特朗普：已与普京通话 可能当面会谈

新华社上午电 巴勒斯坦、埃及和阿联酋
等多方8日发声，谴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

胡所谓“可在沙特领土上建立巴勒斯坦国”的

表态违反国际法，沙特主权不容侵犯。

内塔尼亚胡日前访问美国期间接受以色

列电视十四台记者采访，提及沙特有很大一

片国土，“可以在沙特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

巴勒斯坦外交部8日发表声明，谴责内

塔尼亚胡这一表态是对沙特主权和稳定的

侵犯。

埃及外交部谴责以色列上述言论不负责

任，沙特的安全对埃及而言是一道“红线”。

阿联酋外交部表示坚决反对这类不可接

受的言论，这公然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

沙特主权不容侵犯。

沙特外交部9日发表声明，表示坚决反

对内塔尼亚胡有关巴勒斯坦人应被迁往别国

安置的言论，并对“兄弟般的国家”谴责和反

对内塔尼亚胡言论表达感谢。

另据以色列媒体报道，内塔尼亚胡访美

期间还表示，以色列与沙特的关系正常化不

仅可行，而且“就要实现”。沙特随即对此予

以反驳，重申两国关系能否正常化取决于巴

勒斯坦能否建国。

新华社耶路撒冷2月10日电 以色列总

理内塔尼亚胡9日晚表示，以色列将继续执

行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达成

的停火协议，必要时将使用武力来执行。

内塔尼亚胡当晚在内阁会议上发表讲话

时作出上述表态。他说，已下令任何人不得

接近或突破加沙地带与以色列的边界围栏。

内塔尼亚胡谈及日前访问美国的情况时

说，美以双方一致认为，所有战争目标必须实

现，包括消灭哈马斯、确保所有被扣押人员获

释、确保加沙地带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等。

“在沙特建巴勒斯坦国”？
内塔尼亚胡言论遭多方谴责

新华社首尔2月9日电 一艘载有14名

船员的韩国渔船9日凌晨在韩国全罗南道丽

水市附近海域沉没。截至22时，涉事渔船上

4人死亡、5人失踪，另有5人获救。

据韩国海警消息，当天凌晨1时41分许，

同行的渔船向海警报案，丽水海警随后紧急

出动警备舰艇、飞机等展开救援。

据介绍，涉事渔船为釜山籍139吨级拖

网渔船“第22西京号”，船上有8名韩国籍、3

名越南籍和3名印尼籍船员。救援人员在沉

没船体内发现包括船长在内的4名韩国人死

亡，有获救船员告诉海警，航行中因天气恶化

导致船只倾覆。

这是韩国2月以来发生的第二起严重渔

船事故，引发民众对韩国海洋安全管理的担

忧。统计显示，2024年韩国渔船事故造成的

死亡和失踪人数达到119人，较前一年增加

52％，创下10年来最高纪录。

韩国渔船沉没事故
4人死亡5人失踪

新华社上午电 韩国知名招聘网站调查

显示，约七成上班族表示今年有跳槽想法。

《韩国先驱报》8日报道，招聘网站

Saramin调查1467名上班族后发现，担任副

经理职位的人跳槽意愿最强，有76.2％的人

表示计划跳槽到新公司；担任总经理的人中，

71.4％有跳槽想法；担任经理职位的人中，有

70.4％想换工作。与之相比，担任行政主管

职位的人跳槽意愿最低，比例为56.6％；普通

员工中，有68.2％的人想换工作。

促使人们跳槽的最主要动力是希望获得

更高收入，比例为56％。其他原因包括：认

为所在公司缺乏远见和发展缓慢，“嫌弃”所

在公司无法促进员工成长，认为公司福利制

度不好等。与此同时，有35.2％的人不确定

能否成功找到新工作，其中61.6％出于对经

济长期不景气的担忧，58％表示缘于有招聘

计划的企业数量减少。

七成韩国上班族
今年有跳槽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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