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互联网之光”博览会共有来自4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400
余家中外企业和机构参展。 新华社记者 江汉 摄

科技面对面

▲ 11月10日，阿里巴巴公司展台的工作人员向观众讲解智能头盔
的工作原理。

◀ 11月10日，中国电信展台工作人员演示无人驾驶系统的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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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镇talk

乌镇网事
“新潮”“酷炫”“超乎想象”……在

乌镇，穿梭于琳琅满目的科技产品之
间，大家常常用到这些形容词。

在各大展示活动上，人们不仅需
要网感，更需要科技感。IPv6+标准、
骨干全光网、6G无线高速、数字孪生
产品……若是对这些词语不够了解，
在乌镇就大概率要“out”了。

不过，在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
会的20个论坛中，我们看到了不一样
的关键词。比如全球发展倡议、数字
鸿沟、数字伦理、数字减贫等。比起热
火朝天的前沿技术，这些关键词让人
开始“冷静”下来。

的确，越是在技术飞速发展的时
候，我们越需要把目光反转，去审视人
与技术之间的关系。

信任

数字时代，我们或多或少感到过
一些不安。

就拿具有人脸识别功能的应用来
说，采集的数据是否会被滥用、隐私会
不会被泄露，许多人保持着高度警
惕。其实，相同的话题，互联网界的大
咖们在乌镇峰会上也讨论得热火
朝天。

说到底，这是人与技术最基本的
相处之道——安全、公平与信任。

这些年，曾经在乌镇峰会展台上
的“黑科技”走进日常生活，各个领域
被数字技术重塑，传统的安全边界也
被打破。“网络安全是数字时代的新边
疆”“数字安全是数字经济的底座”“构
筑安全体系就是构筑信任”……论坛
上，一个个声音提醒我们，面对数字技
术，我们需要一条安全的底线。

今年参加乌镇峰会的嘉宾中，就
有一大批网络安全企业代表。这几
天，记者就此采访了几位相关领域的
嘉宾，一种解答是，以技术发展解技术

之困。“维护网络安全，最重要的就是
协同共治。”第九次参加大会的安恒信
息董事长范渊颇有感触。

另一种解答，是横跨科技、经济、
社会与人文的讨论，以期对技术行为
形成合理的规范与引导。

记得去年的乌镇峰会上，人工智
能论坛的主题是“打造智能经济新优
势”，今年，同样的论坛则把主题聚焦
到了技术伦理问题上。

有人认为，人工智能的发展正深
陷“信任危机”。它可能被有意滥用，
用于深度造假，也可能在“无意”中生
成充满种族、性别偏见，或错误百出的
文本和图像。“我们赋予机器智能，也
要付出代价。”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
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名誉院长张钹在
论坛上说。

如何通过治理重建起信任。去
年，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
发布，为从事人工智能相关活动的主
题提供了伦理指引，不失为一次良好
的尝试。

“只有人工智能的研究开发和使
用人员都遵守共同制定的原则，才能
让人工智能健康发展，并造福全人
类。”张钹说。

钢筋水泥筑成的互联网国际会展
中心旁，白墙黛瓦的江南建筑傍水而
立，传统与现代相得益彰，又恰如其
分，各自安好。乌镇的建筑格局，或许
已经向我们揭示了与技术相处的朴素
智慧。

温度

数字技术，究竟是让人与人更接
近，还是更加疏远？

戴上MR眼镜，在现实场景与数
字世界互动，上传一张照片，和远方的
朋友在虚拟会议中见面……在“互联
网之光”博览会上走一圈，一个个元宇
宙场景，已让万物触手可及。你我距
离，在今天显得前所未有之近。

用数字技术联通世界，这是每一

位来世界互联网大会的人都心怀的愿
景。新发布的《世界互联网发展报告
2022》中提到，中国的互联网普及率
是74.4%，尽管已是一个喜人的数字，
但它也意味着，还有四分之一的人，并
未目睹我们所见的数字世界。

回望十九世纪，工业革命的一个
结局是分化与战争，直到今天，一些在
那个时代被落下的国家和地区，仍在
艰难地填补这条技术的裂缝。在弥合
数字鸿沟论坛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驻华代表处代表夏泽瀚指出，我们正
面临着与工业革命相似的重要时刻，
如果没有良好的引导，数字化也有可
能加剧已有的不平等。

包容的数字文明，向前走，也要回
头看。从第一届世界互联网大会起，就
有一大批专家学者发出这样的呼吁。
2020年，世界互联网大会组委会正式
发布《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行
动倡议》，最后的落脚点，便是“坚持以
人为本、科技向善，缩小数字鸿沟，实现
共同繁荣”。

而各个国家、各行各业的互联网
人，也把各自的方案带来乌镇，把宏大
的愿景落至细微。

在抖音，有一个供视障人士使用
的“无障碍电影频道”，平均下来，一个
月有两万多人观看。抖音集团副总裁
李涛分享道：“在平台里，这其实不是
很大的数据，但是我们都觉得这些人
特别重要，值得我们为他们付出。”

在非洲，软件企业思爱普2015年
以来每年举行“非洲代码周”，教青少
年学习计算机技术、写代码。思爱普
全球高级副总裁柯曼表示，希望更多
孩子能继续这条路，参与到社会的数
字化建设中来。

一副MR眼镜，或是一部智能手
机，技术的意义在于让人与人更近，这
是乌镇每年传递的声音。

回归

技术解放人类。这一点，来到乌

镇的人都有真切的感受。
无人驾驶、智能制造、智慧医

疗，甚至写诗作画，机器太“聪明”
了。有人提出了人会被技术奴役的
担忧，世界会不会像《人类简史》的
作者尤瓦尔·赫拉利预言的那样，被
分化成1%的能够“控制算法的人”，
和 99%的被算法控制的“无用的群
众”？

特斯拉全球副总裁陶琳分享了她
的观点：每一次技术的进步，只会促进
人类演进到下一个更高级的阶段，替
代一些对我们的精力消耗大于创新的
工作，让我们把时间运用到更加有意
义的事情上去。

与其把人和技术放在对立面，不
如从“人”本身来思考——正是因为技
术解决了诸多“后顾之忧”，我们才比
以往更渴求想象力与创造力，也比以
往更接近人的本质。

创新，唯有不断创新。
在乌镇，我们看见“控制算法的

人”慷慨解囊、献智献策。依托互联网
大会的平台，众多企业、主体在交流互
鉴中收获了创新的经验、与数字时代
相处的法则。

“科技创新是企业构筑持久竞争
优势的关键。数字化浪潮不可阻挡，
企业的技术创新、产业的转型升级，都
要向数字化这条主线靠拢。”中兴通讯
高级副总裁刘健在论坛上与企业家们
展开交流，分享了中兴加快科技创新、
为数字经济筑路的做法。

我们也看见，数字技术使个体拥
有了更广阔的创造与展示的空间。在
今年的数据开放创新应用成果中，聚
焦共同富裕，一大批应用涌现，让默默
无闻的乡村小超市成为致富新平台，
为农村闲置劳动力打开更多就业渠
道，用预售团购将农产品直接从田间
地头送上餐桌……

科技向新、向善、向更丰富的创
造，这或许是人类与科技最和谐的相
处之道。

（本报乌镇11月10日电）

技术一日千里，我们怎样与它相处
见习记者 涂佳煜

技术一日千里，我们怎样与它相处
见习记者 涂佳煜 目前，数字空间已成为我们

日常活动中的重要部分，世界
的未来依赖于数字空间的
发展，各国经济发展也与数
字基础设施的发展直接相
关。各国高度重视这一领
域，以促进经济增长，创造
更美好的社会，中国的经济
发展和减贫成果就是一个很
好的例子。

数字化的主要目标是为人们建
立一个有着共同未来的美好世界，许多国
家在利用网络空间减贫、抗击疫情和发展
数字经济提振经济方面已有非常丰富的经
验。包括埃塞俄比亚在内的大多数非洲国
家，也都正在致力于充分利用现有的网络
空间。比如埃塞俄比亚制定了十年发展计

划，目标在2030年建成数字经济
体系。为实现这一目标，我们

在数字基础设施发展和电
商机遇引进方面加大了投
资力度。

此前，中国政府也表
示愿与埃塞俄比亚等国分
享数字经济发展以及如何

利用数字经济向中等收入社
会转变两方面的经验。我们期

望，能得到中国更广泛的支持，尤其
是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电子商务技术转
让等方面。

——埃塞俄比亚驻华使馆公使衔参赞
格塔丘在“数字公益慈善与数字减贫论坛”
上的发言

（本报记者 王雨红 整理）

利用数字空间创造美好世界

长久以来，在网络空间取得
成功的关键，并非找到打击网
络攻击的方法，而是学会如
何在网络攻击造成的中断
及破坏中存活下来。在应
对这些威胁方面，合作伙
伴关系、信息共享与协作
是解决下一代网络攻击极
其重要的方法。

世界经济论坛2021全球风
险报告以及国际电信联盟2020年全
球网络安全指数明确指出，网络攻击阻碍
了数字化促进社会、经济、政治增长与发展
的进程。鉴于此，必须以深度协作、紧密合
作伙伴关系向增强网络防御力转变。通过
深度协作、紧密合作伙伴关系，我们能够借
共同平台预测和及时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
数字冲击。

全球网络生态系统安全，不能只由单

一的利益相关者管理，需要国
家、区域、国际合作。网络安

全无国界，且网络威胁越来
越复杂，在应对一些网络危
机时，共享信息与智慧、互
相协助，或许能起到举足
轻重的作用。

我们应该继续采取必
要行动，通过 CERT 等类似

组织，保持计算机专家之间的
互信与联系，提高意识、增强能力、

做好相应准备，分享最佳实践与承诺，同时
制定计算机安全事件应对策略与机制，这
符合我们每个人的利益。

——伊斯兰OIC-CERT联盟主席顾
问默赫德·阿祖米·宾·穆罕默德丹斯里上
将在“网络安全技术发展和国际合作论坛”
上的发言

（见习记者 葛雪琪 整理）

通过国际合作保障网络安全

作为数字经济时代新的生产
力，算力及其产业正迅速发
展。人工智能也是一个算力
需求大户，过去我们通过反
复的迭代、试验、试错，要花
费很多时间和精力，现在可
以通过计算来模拟寻优，代
替实际生产中的实验，算力
形式更加多样、基础设施建设
提速、应用场景持续扩大。

随着社会对算力需求的激增，算
网协同有力支撑企业上云、用数汇智。国
务院印发的《“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
明确，推进云网协同和算网融合发展，加快
构建算力、算法、数据、应用资源协同的全
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体系，要加快实施“东
数西算”工程，推进云网协同发展，提升数
据中心的跨网络、跨地域数据交互能力。

从国家的战略要求以及从业务和
应用发展来看，云网和算网融

合是一种自然选择。
算力网络是按业务需

求，在云网边端间按需分配
和灵活调度计算、存储、网络
资源的新型信息基础设施。
云网和算网融合，能有效促进

产业链互利共赢。在加速推进
云网和算网融合上，不仅要充分

发挥IPv6新一代IT承载平台的抓手
作用，推进云网和算网融合标准化工作以及
开发工作，还需开展云网和算网融合的管理
体制与商业模式研究。

——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在“数字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与创新发展论坛”上的
发言

（本报记者 宋彬彬 整理）

云网和算网融合促进产业链互利共赢

在数字经济飞速发展的浪
潮下，数据已经成为重塑全球
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
局的关键因素。近年来，世
界各国都加紧构建世界数
据跨境流动的政策体系，
随着国家安全法、数据安
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以
及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等
法律法规的实施，我国数据安
全保护及数据跨境流动的法律法规
体系逐步完善。

网络社会组织是网络空间治理的重要
力量，更要发挥桥梁纽带的作用，聚焦数
据、算法、算力、平台、多要素及多场景的立
体化、多层次、整体性的协同治理。为在保
障数据安全的基础上促进数据有序高效地
流动，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
撑，我认为：一是要坚守法律底线，依法依
规促进数据的有序流动。要处理好数据的

开发利用，与个人隐私保护及数
据安全的平衡关系。二是加

大政策宣传力度。大数据时
代数据跨境涉及到政府、平
台企业、社会网民等各个方
面，行业社会组织应当引
导企业专业人士，及广大网
民积极参与有关政策法规

制定，实施效果反馈的全过
程。三是推动数据安全技术的

创新。数据安全有序流动的基础是
技术创新成果的应用，当前要加强联邦发
展，多方安全计算等数据安全前沿技术的
研发，运用技术手段构建数据跨境流动安
全风险的防控体系。四是深化国际交流合
作，形成更多数据安全有序跨境流动的国
际共识。

——中国网络空间安全协会副理事长
黄澄清在“数据治理论坛”上的发言

（见习记者 周林怡 整理）

构建世界数据跨境流动的政策体系构建世界数据跨境流动的政策体系

乌镇聊吧乌镇聊吧
11 月 9 日下午，包括华为欧拉

开源操作系统在内的 15 项具有国
际代表性的年度领先科技成果，亮
相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龙芯
中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在介
绍龙芯 3A5000/3C5000 处理器芯片
时提到，正是通过自主创新，努力掌
握相关领域的“根技术”，才能不断
在芯片和操作系统领域取得创新成
果。

这 15 项成果，有的致力于网络
安全，有的则是人工智能、数字孪生

方面的最新产业化成果，都称得上是
互联网领域最新的“科技与狠活”，都
具有创新性和突破性。华为有句话
叫“向下扎到根，向上捅破天”，捅破
天的重大突破，往往离不开深扎下去
的“根技术”。

所谓“根技术”，指相关领域最基
础最根本的技术，持续为整棵技术树
提供着滋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技
术树的荣枯。比如在芯片领域，主要
指芯片设计软件、芯片制造设备、原材
料、制造技术等，这些基础软硬件就是
发展互联网科技的“根技术”。如果不
掌握“根技术”，就像在流沙之上建大
厦，免不了在底层技术上受制于人带

来的风险。
掌握“根技术”，唯靠矢志创新。

互联网行业经过20多年的野蛮生长，
流量红利期已经过去，转向了高质量
可持续发展阶段。创新，是更好地活
下去的必由之路。疫情影响之下，有
些互联网企业开始收缩战线，但是不
少企业对于核心技术和产品等技术类
岗位仍然保持着较为强劲的人才需
求。这些企业已经将人工智能、区块
链、数据库等前沿科技作为重点进行
战略布局。

之所以逆风而动，是因为它们
意识到，只有不断创新、不断突破，
充分利用数字优势服务实体经济，

服务生产环节的价值创造，才能找
到新的利润增长点。而对于那些有
能力在“根技术”、基础领域进行突
破的“大厂”和科研机构，更需要勇
挑重担，致力于基础科学和颠覆性
创新研究。

根 深 才 能 叶 茂 ，本 固 方 得 枝
荣。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实
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增强自主
创新能力”“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
攻坚战”。在互联网领域，“缺芯少
魂”等一道道难题能否寻得解法，仍
需不断往“根技术”一层层掘进，相
信中国总有一天会成为“根技术”发
展的主导者。

本固方得枝荣
逯海涛

11月10日，夜幕降临后的乌镇，“小梧桐”志愿者仍坚守岗位，为来往宾客服务。
本报记者 李震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