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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发展让人倍感兴奋
——访阿斯利康全球首席执行官苏博科

本报记者 袁 勇

“我们看到，中国对创新和技术的投入正

在不断加大，以创新为核心发展新质生产力，

将支撑和带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也将为全球

发展作出重要贡献。”阿斯利康全球首席执行

官苏博科在博鳌亚洲论坛 2024 年年会期间接

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在众多跨国药企中，阿斯利康在华经营

业绩位居前列。如今，阿斯利康在中国拥有

超过 16000 名员工，业务涵盖研发、生产、销售

和市场营销等医药全产业链。阿斯利康非常

重 视 中 国 市 场 ，从 苏 博 科 的 行 程 中 便 可 见

一斑。

“这已经是我过去 15 个月里第六次访问

中国。每次来到中国，我都能看到让我倍感兴

奋的变化。近些年，我们见证了中国持续扩大

对外开放，打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吸引和利用

外资，促进国际合作。这些都让阿斯利康对中

国经济充满信心。”苏博科说。

此次中国之行，苏博科再度见证了阿斯利

康在中国开启的多项合作。在北京，阿斯利康

宣布携手北京市大兴区政府及北京民海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备忘录，探索在疫

苗领域的合作模式。在博鳌，阿斯利康与本土

合作伙伴开启合作，助力公司的无锡生产供应

基地实现绿色供热转型。

在加强本土合作的同时，阿斯利康在中

国的研发和生产布局也在持续深化。苏博科

表示，中国在人工智能、生物技术和可再生能

源等方面处于重要地位，这些技术对于构建

医疗健康领域的未来至关重要。中国在重要

药物的全球研发和生产中扮演着关键角色。

因此，阿斯利康将上海升级为公司的第五大

全球战略中心，并扩大在中国的研发和生产

布局。

苏博科说：“中国有很多优秀的企业和科

研机构，与他们开展合作是阿斯利康更好开

拓中国市场的重要途径。自 2023 年以来，阿

斯利康与 7 家中国制药公司签署了全球许可

合作协议。此外，得益于中国数字经济的飞

速发展，阿斯利康携手合作伙伴推动医疗数

字化创新生态建设。例如，设立中国智慧健

康创新中心、人工智能创新中心、推动互联网

医院建设等。”

“中国拥有丰富的创新人才和巨大的市

场潜力，这可以帮助阿斯利康不断推进在中

国的研发项目。如今，阿斯利康在中国的研

发管线项目已超 200 个，预计在未来 5 年将为

中国患者带来约 100 种新药和新适应症。”苏

博科说，在生产方面，阿斯利康近期宣布了

几项新的投资，包括投资 4.75 亿美元新建无

锡小分子药物工厂，以及投资超 7 亿美元在

青 岛 建 设 全 新 吸 入 气 雾 剂 生 产 供 应 基 地 。

这 些 举 措 彰 显 了 阿 斯 利 康 在 华 发 展 的 决 心

和信心。

共享中国机遇 促进全球发展
本报记者 禹 洋 王一伊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仍然缓慢且不平衡，

如何共迎挑战、共促发展？在博鳌亚洲论坛

2024 年年会上，与会嘉宾表示，亚洲仍是世界

经济增长的中流砥柱和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支

撑，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亚洲区域合作的

凝聚力为全球发展带来了暖意，各方对强化

区域合作、共享发展机遇充满信心。

亚洲为世界经济注入稳定性

与会嘉宾认为，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经

济最具活力的地区，亚洲经济维持较高速度

增长，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了稳定性。

年会发布的《亚洲经济前景及一体化进

程 2024 年度报告》预计，2024 年亚洲经济增速

将达到 4.5%左右，亚洲经济增长和地区经济

一体化进程仍然能够保持强劲势头；亚洲国

内生产总值（GDP）占全球比重预计为 49%，

同比增长 0.5 个百分点，仍将是对全球经济增

长贡献最大的地区。

“相较于美国和欧盟国家的高通胀、高利

率，亚洲国家经济较为健康。”日本银行执行

理事清水季子认为，亚洲经济的吸引力在于

其韧性。

意大利忠利集团首席执行官朱利奥·特

扎里奥尔认为，亚洲给世界经济带来了稳定

性。“过去 3 年内，公司在亚洲市场的保险费

增 加 了 1 倍 ， 我 们 对 亚 洲 市 场 整 体 保 持 乐

观，将进一步加大在亚洲尤其是在中国的

投资。”

博鳌亚洲论坛咨委、联合国前副秘书长兼

亚太经社会执行秘书阿赫塔尔表示，亚洲作为

全球经济的重要引擎，其贸易量占全球总量的

59%，成绩的背后是亚洲国家吸引的大量资金

和投资。如今，新兴市场已成为全球制造、加

工、交易的中心和枢纽。

“无论生活、工作还是投资，亚洲都是最

棒的目的地。”德勤亚太首席执行官戴惟德表

示，在全球范围内，电子产品、电动汽车、芯片

等制造业生产核心地带都位于亚洲。在风能

和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领域，亚洲特别是中

国是最重要的产品和设备来源地。

区域合作激发新动能

亚洲快速发展离不开团结协作。近年

来，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持续推进，为实

现区域国家共同发展注入新动能。与会嘉宾

认为，亚洲发展合作的凝聚力让外界更加看

好亚洲发展前景。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

生效以来，各成员方从中受益，贸易投资自由

化、便利化的效应初步显现。贸易自由化、便

利化的规则产生贸易创造效应，原产地累积

规则的实施也增强了区域产业链、供应链的

合作。”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院

长桑百川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国际政治理论研究室主任徐秀军表示，RCEP

生效向全世界传达了一个政策信号，即亚洲

各国在经济一体化上达成共识，正沿着这个

方向向前推进。RCEP 为推动世界经济一体

化树立了“标杆”。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前副校长林桂军表

示，亚洲服务贸易呈现明显的复苏和增长趋

势，首次实现服务贸易顺差。“这一变化反映

了亚洲服务贸易结构的优化和服务出口能力

的增强。亚太经济体服务业一体化水平提

高，对促进区域内各经济体经济生产的恢复

发挥了重要作用。”

据戴惟德介绍，2022 年外商直接投资

流入东盟国家的增长率是 5.5%。泰国、菲

律宾、马来西亚、越南、新加坡等东南亚

国家吸引了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其中不

少是绿色融资。

本届年会发布的“全球及亚洲经济信

心 调 查 ” 结 果 显 示 ， 多 数 受 访 企 业 表 示 ，

有超过 20%的业务集中在亚洲，超六成的受

访论坛会员和合作伙伴对中国经济前景持

乐观或相对乐观预期。亚洲经贸合作、数

字化转型和绿色低碳发展，将为世界经济

复苏注入稳定力量。

中国发展带来新机遇

2023 年，中国经济对全球经济增长贡

献 率 超 过 30%， 仍 然 是 世 界 经 济 增 长 的 强

大引擎。本届年会上，“高水平对外开放”

“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等都是讨论

热词。与会嘉宾认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

以及由此激发的市场潜力，将为世界各国

创造新机遇。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所长张宇燕表示，2023 年，中国经济增长

80%以上来自需求，增长的驱动力已经发生

了变化。中国最近出台措施，进一步释放消

费潜力，居民消费的提升和大规模的设备更

新等，都将推动经济增长。

“中国将 2024 年经济增长目标设定在 5%

左右，我对中国经济很有信心。”BI 挪威商

学院战略教授卡尔·费表示，中国提出要大

力发展新质生产力，这一政策将推动创新发

展。创新正带动中国转变为“世界创新工

厂 ”， 创 新 能 力 的 提 升 将 加 速 中 国 经 济 增

长，推动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也将为世界

各国和企业发展带来更多机遇。

目前，中国是 14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

要贸易伙伴，关税总水平

降至 7.3%，接近世贸组织

发达成员水平。近 5 年外

商在华直接投资收益率约

9% ， 在 国 际 上 处 于 较 高

水平。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

究 院 名 誉 院 长 林 毅 夫 认

为，中国吸引外商投资的

结构调整既反映了世界经

济发展的趋势，也反映出

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必要

性。“只要中国不断利用

国内外资本来推动新质生

产力的发展，中国依旧可以在复杂的国际环

境下保持稳定快速的发展，中国还是全世界

发展的主要动力来源，中国有能力每年对世

界经济增长作出 30%左右的贡献率。”林毅

夫说。

合众集团合伙人、前国际金融协会理

事长查尔斯·达拉雷表示，在外国直接投资

方 面 ， 中 国 依 旧 具 有 很 强 的 吸 引 力 。 同

时 ， 也 有 大 量 中 国 的 资 金 投 向 其 他 国 家 ，

中国很多企业在美国、欧洲、日本、东南

亚投资，中国既是投资目的地，也是重要

的投资者。

“除了经济规模和庞大市场，中国经济

高质量发展对亚洲和世界也非常重要。”清

水季子表示，当前，世界经济面临绿色转型

和数字化转型，没有中国的支持和贡献，是

不可能达成的。

“中国经济具有强大韧性和潜力，是后

疫情时代全球经济发展的中流砥柱。”正如

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李保东所说，在世界

各国命运休戚与共的今天，只有国际社会

共同迎接挑战，共同肩负责任，切实加强

合作，才能推动世界继续走上和平与繁荣

的轨道。亚洲与世界的发展离不开每一方

的共同推动，携手向前才能攻坚克难，才

能更好共创未来。

﹃
人工智能

+ ﹄
潜力巨大

周明阳

2022 年 底 ChatGPT 横 空 出

世 ，拉 开 了 生 成 式 人 工 智 能

（AIGC）的 序 幕 ，2024 年 初 文 生

视频大模型 Sora 再一次引发全球

热议，从大语言模型到多模态模

型，人们看到了人工智能（AI）技

术的飞速发展以及它所带来的无

限可能。

在博鳌亚洲论坛 2024 年年

会上，AI 也成为嘉宾们挂在嘴边

的热词。AI 技术的发展方向、如

何为产业赋能、AI 将如何改变人

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可能带来哪

些风险⋯⋯来自政界、学界和企

业界的人士围绕相关话题热烈讨

论，思想的火花在论坛内外交流

碰撞。虽然对于 AI 的发展水平、

技术路线和风险治理的观点有所

不同，但有一点形成了共识：人工

智能与各行各业深度融合的“人

工智能+”，蕴含着重塑经济社会

发展的重大机遇。

“去年也是这个时候，我们进

行 了 关 于 ChatGPT 对 整 个 技 术

产业影响的讨论，一年之后就看

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是技

术，包括产品和对整个生态的影

响都很显著。”在“AIGC 改变世

界”分论坛上，中国工程院院士、

清华大学智能产业研究院（AIR）

院长张亚勤感慨地说。不可否认

的是，人工智能迭代的速度远超人们的想象，AIGC 所带来的

已经不仅是语音识别、人脸识别和图像识别，现在它可以创造

和生成，由此带来了巨大的技术和范式改变。多技术路径的

交叉融合，加速了通用人工智能（AGI）的到来。

目前，人工智能驱动的科学研究已经表现出突破传统科

学研究能力瓶颈的巨大潜力。人工智能与生物制造、清洁能

源等领域的交叉融合，将有助于解决气候变化、能源危机等全

球性问题。而一旦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可控核聚变等技术相

互赋能，将会产生很强的协同效应，有可能带来真正的科技革

命“奇点”。

在应用层面，人工智能与各行各业深度结合，有望构建起

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催

生新的经济增长点。人工智能更是潜移默化地影响和改变着

每个人的生活，无论是帮助医生辅助诊断，提高医疗效率和准

确性，还是为偏远山区的孩子们提供更多教育资源，激发他们

的学习兴趣，人工智能可以关注和赋能每一个人，描绘了一幅

美好生活的生动图景。

我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的发展，始终将促进人工智能和

经济融合发展作为重要的发展目标。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

提出，深化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研发应用，开展“人工智能+”

行动，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这是“人工智

能+”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人工智能+”的提出，将推

动人工智能深度赋能实体经济发展，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

重要引擎。

放眼未来，人类和人工智能体之间该如何和谐共处，也是

广受关注的问题。正如《人工智能：现代方法》作者、加州大学

伯克利分校计算机科学系教授斯图尔特·罗素所说，“我们如

何在面对比我们更强大的机器时保持掌控权？这需要我们重

新思考 AI”。面对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可能带来的风险与

挑战，需要世界各国政府和机构、企业在人工智能治理领域广

泛合作，改进治理机制，加快构建技术和产品标准，使技术为

我所用，造福人类生活。

“ 碳 ”访 博 鳌
想成为博鳌碳普惠碳资产的第一批持有者

吗？每天走 3000 步，即可获得 10 碳积分；拍照上

传自己携带的水杯，也可以获得 10 碳积分；利用

岛内充电设施给电动汽车充电，每 1%的电量可以

转化成 1 碳积分⋯⋯打开“碳访博鳌”打卡程序，

用户可以通过助力绿色“零碳”，在自己的碳账户

里累积碳积分，用来兑换海南本地农特产品、机

票、景区门票等多种奖品。在本届博鳌亚洲论坛

年会上，不少嘉宾注册了个人碳账户。

论坛现场，鼓励碳减排行为的活动随处可见，

参会嘉宾甚至可以“自行发电”。在新闻中心外的

“减碳骑行体验区”，人们可以将自己骑行的动能

转化为电能，给手机充电。“根据骑行时长，我们还

会赠送相应的海南文创产品。”海南省环境科学研

究院总工程师王晨野说，希望能通过这些活动，引

领绿色健康的生活方式，推广海南当地文化。

绿色交通、绿色循环、绿色住宿、绿色餐

饮⋯⋯“绿色办会”理念体现在本届博鳌亚洲论

坛年会的每个角落。新闻中心的屋顶铺满了光伏

发电板；会议中心门前的花朵风机是目前世界上

启动速度最低的风机，仅需 1.2 米每秒的风速即可

启动发电；酒店阳台采用先进的碲化镉发电玻璃，

在阴天和建筑侧面等弱光条件下也能实现太阳能

发电。

其实，博鳌亚洲论坛永久会址所在地东屿岛

还有另一个名字——博鳌近零碳示范区。日前，

示范区已正式启动运行。通过集成应用能源、建

筑、交通、废弃物处理等多领域深度减排技术，开

展管理机制的创新实践，博鳌近零碳示范区实现

了新能源发电与用电的“收支平衡”。这个“绿”意

盎然的小岛，正成为向世界展示中国绿色低碳发

展理念、技术和实践的一个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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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李和风

在博鳌亚洲论坛举办地海南博鳌东屿岛设有在博鳌亚洲论坛举办地海南博鳌东屿岛设有““走近走近

零碳零碳””体验区体验区。。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李景录李景录摄摄

博鳌亚洲论坛博鳌亚洲论坛 20242024 年年会旗舰报告年年会旗舰报告

发布现场发布现场。。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潘笑天潘笑天摄摄

志 愿 者 及 工 作 人 员 在 博 鳌 亚 洲 论 坛志 愿 者 及 工 作 人 员 在 博 鳌 亚 洲 论 坛 20242024 年 年 会年 年 会

新闻中心新闻中心。。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李景录李景录摄摄

博鳌亚洲论坛博鳌亚洲论坛 20242024 年年会会场外景年年会会场外景。。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李景录李景录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