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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安全服务，
要像水和电一样输送
到城市的多元数字化
场景中。在产业数字
化战略中，有一群比
较特殊的群体就是中
小企业。它们是供应
链、生态链、产业链的
重要组成部分，却面
临着没钱、没人、没技
术的困境，市场又缺
乏有效的供给，已经成为产业数字化的短板。要着力企业数
字化转型，帮助它们实现降本增效，破解企业花大钱买硬件、
请专家等传统安全困境。

目前，人工智能、大模型等新兴技术正在大步发展，网络
安全面临更大的要求。下一个十年，安全行业要自我突破和
升级，并发展成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平台，让城市和
企业省钱省力，看到实实在在的数字安全普惠效果。网络安
全问题不应该被忽略，应该是数字网络的基础。

——360 集团创始人周鸿祎在“网络安全技术发展与国
际合作论坛”上的发言

（本报记者 张源 整理 本报记者 王建龙 摄）

网络安全要像水电一样普惠

正在进行的数字
文明，把人类推向一
个新的数字社会。每
一次产业革命一定会
带来人类生产方式、
生活方式和治理机制
的变化，相应带来法
律的变化。因此，法
治不是一个僵硬的规
则，而是动态演化的
体系，是构建之上的
高阶产品。面对信息时代的人类社会变化，法治需要从农业
和工业社会的法治 1.0、法治 2.0 向信息社会的法治 3.0 发展，
这其中就孕育着法理学和法律基础理论研究的机会。

在命运共同体背景下，我们迎来中国法治建设的黄金时
期，需要形成既有中国智慧、中国内涵，又基于中国实践、解决
中国问题、体现中国方案的这样的法治和新的理论，同时也回
应人类普遍关切，对解决人类一般性问题具有普遍参考性的
法律理论，这也是新法治的双重内涵，贡献更多的法治方案和
思想体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支振锋在“数字法律与治理论
坛”上的发言

（本报记者 宋彬彬 整理）

迈向适应信息社会的新法治

对 公 益 行 业 而
言，数字技术正在发
挥影响，且仍然大有
可为。

首先，数字技术
让公益行业能够帮助
到更多人，通过数据
打通和平台链接形成
合力，让“公益为每一
个人”成为可能。蚂
蚁 集 团 起 步 于 支 付
宝，从 10 年前开始，我们就持续推进 APP 产品端的无障碍改
造，包括帮助视障人士等残障用户也能享受到科技的便利。
截至去年底，支付宝服务的视障用户已经超过 191 万人。另
外，数字技术可以帮助公益行业更好地构建信任，信任基础的
夯实，正在让更多人愿意参与公益捐赠，并且成长为长期捐
赠人。

进入 AI 时代，我们站在了全新的起点，相信公益行业会
因为人工智能技术让普惠拥有更多可能。比如，技术可能让
公益机构一些紧迫的人才需求得到缓解；运用 AI 生成技术，
可以一键生成公益视频，帮助公益机构更好地和捐赠人沟
通。我们相信，数字技术普惠最终能为每个人创造合适的参
与方式，去帮助每一个需要公益力量帮助的人。

——蚂蚁集团首席可持续发展官、资深副总裁彭翼捷在
“数字减贫与公益慈善论坛”上的发言

（本报记者 王雨红 整理）

数字技术让公益更可持续

5G 的加速发展
为整个行业增长带来
了更多机遇。在全球
100 个市场中，我们
为 300 家运营商推出
了商用5G服务，预计
到 2030 年 ，5G 市 场
可为全球经济增加近
1万亿美元。

在中国，5G 基站
数量已超过7.3亿个，
5G 的连接设备占全球总数的 60%左右，是移动技术领域的领
导者之一。预计到2050年，中国5G接入数量将增至10亿个，
中国将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之一。

此外，随着中国的千禧一代和“Z世代”的购买力提升，中
国客户接受了在线购物和购物社交的方式，零售格局被改变，
直播购物也正在兴起。我们相信，随着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
普及，未来移动技术领域会有更大创新。

——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首席执行官洪曜庄在“电子
商务新业态新发展论坛”上的发言

（本报记者 王雨红 整理）

移动技术领域会有更大创新移动技术领域会有更大创新

11月9日，在2023年“互联网之光”博览会上，参观者在体验5G+VR摩托车。 本报记者 姚颖康 摄酷炫“疾驰”酷炫“疾驰”

乌镇峰会，总会让人想到风。这阵风，它
会带着水乡的清新润泽吹向世界，带去互联
网新近变化的消息，交换着理念、资源与机遇
的“水汽”，为维持全球网络生态的平衡、推动
其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科技的风一直吹。“黑科技”这个词不一
定是源自世界互联网大会，但却在每年会间
频繁出现。今年的“互联网之光”博览会上，
云上生活、元宇宙的热度还没过去，AI 医疗、
AI 机器人、大模型、AIGC 又成了新的主角。

在眼花缭乱的领先科技中，我们不仅能看到
技术如何快速生长，更能触摸人性之光的温
暖。比如 AI 医生的创新，实际上是科技如何
良性介入现实生活的示范。乌镇峰会十年，
见证了科技与人性的两条腿，如何努力在平
衡中走向远方。

交流的风一直吹。有媒体统计，此前已
有来自全球政府部门、国际组织、互联网领军
企业、行业协会和学术机构等 172 个国家和
地区的近 12000 名参会嘉宾相聚乌镇峰会。
短短 3 天，20 场分论坛，120 余家境外企业和
机构参展，各种奖项颁布、成果发布⋯⋯参会
的人都有体会，乌镇峰会的安排极为紧凑，总

给人目不暇接之感。一日千里的互联网世
界，需要交换意见、达成共识的议题太多了，
人工智能、算力网络、网络安全、数据治理、数
字减贫，任何一个话题单拎出来，都值得细说
细谈。乌镇峰会作为全球互联网共享共治和
数字经济交流合作的高端平台，其“高端”如
何体现？一定程度上就体现在交流的质量、
共识的取得上。今年大会成果之一《发展负
责任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研究报告及共识，就
直面以 ChatGPT 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
失范风险。呼应网络治理新难题的速度，不
可谓不迅速。

共享的风一直吹。冷热有别，海陆有差，

遂成为风。在我们享受外卖到家、网联万物、
海量信息触手可得之时，世界上一些国家和
地区的人们，仍生活在互联网的盲区。国际
电信联盟数据显示，到2022年，全球仍有34%
的人口没有接入互联网。他们被不断提速的
互联网发展列车远远甩下了，发展的“马太效
应”因此更为突出。谁来填补“世界的参
差”？2014 年以来，习近平主席或亲临现场
发表主旨演讲，或视频致辞，或向大会发来贺
信，始终贯穿着一个理念主张——构建网络
空间命运共同体。这个答案耀眼、醒目、智
慧、有力，将“天下大同”的理想向虚拟世界延
伸，带着东方文明的深刻印记，为无穷的远
方、无数的人们带去互联网的福祉。

风之力，最为柔软，也最为猛烈。风从乌
镇来，吹拂万物，带来互联网世界更好的发
展，正在努力实现人的更好发展、人的共同
发展。

网事如风 吹新万物
张 萍

乌镇聊吧

11月9日，数字长三角发展大会在乌镇举行。图为大会现场。 本报记者 俞碧寅 摄

11 月 9 日的乌镇，共建数字长三角的步
伐又向前腾跃了一步。

来自沪、苏、浙、皖长三角联席办和长三
角 16 个城市的 300余位代表相聚千年古镇，
以本次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中的数字长
三角发展大会为契机，为共建数字长三角新
格局、共创数字文明新生态群策群力。

大会期间，16 个长三角城市共同发起共
建数字文明“乌镇对话”合作机制，相关城市
在双碳领域一体化数据管理、数字文旅一体
化等方面形成合作倡议，发起建立长三角智
能产业百人会等平台载体。

在全球加速迈向数字文明时代的新阶
段，从去年的数字长三角共建联盟，到今年的
数字文明“乌镇对话”合作机制，数字化变革
和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正形成历史性交汇。

智能化

说起本次大会的热词，人工智能必然占
据一席之地。

从迈向人工智能时代的高峰论坛对话，
到长三角智能产业百人会的筹建，来自长三
角学界与业界的数十位代表在大会现场共商
共话，为智能时代背景下的数字长三角发展
出谋划策。

智能化在数字长三角的建设中缘何
重要？

从小切口看，数字长三角的智能化“触
角”，已深入到每个长三角人的日常生活中。

在乌镇，点开“智行乌镇”小程序，乌镇景
区及镇区的7000个停车位一目了然，点击任
意停车场，详细信息和占位情况清晰展示。
放眼乌镇所在的长三角，从41个设区市实现
医保“一卡通”，到推进长三角交通领域“一码
通行”，“智慧民生”覆盖了同大众生活息息相
关的各行各业。

从更大层面看，智能化进一步推动了长
三角数字产业集群在全国领跑。

在推进产业数字化深入赛道上，三省一
市加速升级智能制造，上海产业数字化增加
值规模已超过 1 万亿元，江苏则是两化融合
发展水平连续 8 年居全国第一，浙江产业数

字化指数连续 3 年居全国第一。此外，还相
继建成长三角（杭州）制造业数字化能力中
心、长三角智能制造创新中心和长三角智能
制造技术与装备创新中心。

这些被写入《数字长三角发展报告》
（2023）的案例，如今正在长三角各地落地开
花，结出硕果。从普罗大众的衣食住行，到产
业升级与数字化治理，智能化正在深刻改变
长三角地区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

为充分整合智能产业资源、集聚智能产业
力量，长三角智能产业百人会筹建仪式在会上
举行。清华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孙茂松在仪式上指出，长三角地区具备发展人
工智能得天独厚的土壤，“丰富的使用场景、便
利的数字基础设施以及大量的消费需求，都会
助力长三角成为人工智能发展的新高地。”

新认知

数字化究竟是什么？借助于电脑、手机
等终端的它，尽管无形，但透过数字文明的概
念，它的轮廓清晰可见。

“每年盛会，都是从工业文明向数字文明
奋进的号角。”在数字长三角发展大会的开

场，主持人这样概括。
这是一种以数字化为重要标志、数字经

济占主导地位的现代文明形式。从农业文明
到工业文明的跃迁，再到数字文明的横空出
世，以数字为中心的思维方式和生产工具，不
仅赋予我们回望历史的新视角，也带来了新
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

大会现场，随着著名评书艺术表演大师、
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单田芳的声音响起，传统
文化与数字文明之间的相辅相成，也以最直
观的方式展现在与会观众的眼前。

两年前，喜马拉雅利用自研的语音合成
技术完美还原了单老苍劲、沙哑、独一无二的
嗓音，让“书接上回”重现江湖。现在，用单田
芳 AI 声演播的作品不仅在赛博世界中再次
响起，而且通过互联网音频技术，“单式评书”
也得以通过数字化的方式永久地传承下去。

媒介“考古”之外，传统文明如何同数字
技术深度结合？

长期从事文物数字化研究的浙江大学文
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李志荣教授认为，训练人
工智能真正深入并了解中国文化，是数字化、
智能化的各类应用场景中普遍存在的困难。

“在数据采集、管理和标注以及语料库的

培育等多个环节，将中国文化积极融入其中
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对此，浙大文化遗产
研究院愿意开放文化遗产数据，用以培育真
正属于文化遗产领域的大模型，服务于中华
文化的传播。”李志荣在会议现场说。

开放、交流、互鉴，这是数字长三角共建的
出发点，也是走向数字文明应有的题中之义。

共同体

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先行者，同时也是
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最活跃的地区，长三角如
何在数字协同发展方面破解难题、形成合
力？这是参会者对本次大会的共同期待。

从简单的网络互通、地域拼合，到如今的
设施智能互联、一体化生态构建，长三角一体
化的发展进程中，协同发展无疑是那把关键
之匙。

在跨区域协同治理方面，三省一市“互联
网+政务服务”大力推进，长三角“一网通办”
服务上线138项，数据共享、跨省通办水平加
快提升。

在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
“智慧大脑”不仅打通了苏浙沪两省一市的
18 条数据链路，更是汇聚了 242 项数据资
源，在规划管理、生态环保、公共信用、政务服
务、产业经济等领域搭建了一体化应用场景。

在过往的成绩之上，今天的乌镇，让世人
看到了延伸数字长三角合作领域的决心。会
上，长三角地区相关城市不仅共同签署了长
三角城市数字文旅一体化合作倡议及长三角
双碳领域数据要素发展一体化合作倡议，未
来还将依托乌镇峰会平台，面向长三角城市，
打造常态化、开放性、有实效的合作载体，包
括每年安排一批嘉宾城市作城市推介和展览
展示、每年发起一批共建载体或合作项目、每
年统筹一批社会化活动资源等诸多项目。

长三角高端智库联盟常务副秘书长李继
春认为，共建数字长三角，深化拓宽合作领
域，不仅有利于推动科技创新、智能工业和数
治社会的新发展，也有利于三省一市各扬所
长，让各自优势的禀赋资源充分流动起来。

共建数字长三角，既是对过往成效的褒
勉，更是携手奔赴未来的起点。而在乌镇看
到的蓬勃脉动，也让我们更加相信，此刻的长
三角，正在数字化的征途中加速驰骋。

16个长三角城市发起共建数字文明“乌镇对话”合作机制

透过三个关键词，感知数字长三角脉动
本报记者 孙一鹏

乌镇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