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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黃寶儀、何

玫、胡若璋 博鰲報道）ChatGPT

火爆，讓人工智能成為博鰲亞洲

論壇2023年年會一個熱議焦點。

在3月31日舉行的「生物醫藥創新與國際合作新路徑」分論壇上，康

泰生物總裁苗向表示，把知識圖譜通過人工智能進行整合，可加快藥

物的發現及開發，但把人工智能用於醫藥開發和疾病防治需要一定的

規則指引。苗向同時表示，「後疫情」時代中國醫藥企業採用「當地

技術轉讓+商業化推廣」的新模式加快「走出去」步伐，提升疫苗在

發展中國家的可及性、可負擔性，讓疫苗成為全球公共產品。中國藥企走出去
探當地技術轉讓+推廣新路

政商學界談生物醫藥創新與國際合作
指AI藥物研發需立規則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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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向指出，在醫藥領域，AI技術一直在應用，目
前小分子方面應用較多。此次ChatGPT或者

GPT-4的技術應用，會對整個知識的整合和研發帶來
一些快速推進。

AI加快藥物開發但需審慎使用
「把原來知識圖譜通過人工智能進行整合，會加快

藥物的開發。」不過，苗向認為，把人工智能用於醫
藥開發造福各種疾病的防治，需要在一定的規則指引
下進行。
中國科學院外籍院士、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所長王

曉東指出，生物醫藥產業鏈條很長，每個步驟都必須
精確，數字變革的確給生物醫藥領域的研究提供了更
快的速度，可以幫助找到更明確的方向，但並不能夠
改變「遊戲規則」。「研發的過程可以加速，但是我
們在使用這個技術的時候比公眾更加審慎。」
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科技和國際合作司司長秦曉岑也

表示，國家已經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鼓勵創新，但創新
技術應用於治療疾病，非常關鍵的一點，就是必須保障
它的安全有效和質量可靠，這需要政府和企業界、學界
一起努力，開發出更好的工具、方法和標準。

國際協作需產業協作法規協作
隨着全球進入「後疫情」時代，越來越多人認識

到，在應對健康危機過程中，國際合作非常重要。印
尼Combiphar 公司副總裁、董事會成員林素楊索

（Soeyantho LIM）指出，新冠疫情幾乎影響了世界
上所有國家，它給大家的啟示就是各國需要密切合
作，包括監管者加強合作，分享信息，分享資源，這
樣才能夠制定出有效的應對戰略，並且避免疾病的發
生。秦曉岑也認為，國際協作包括產業的協作、法規
的協作等，才能讓更多的藥品創新惠及更多的國家。
疫苗技術的迭代升級和重磅疫苗產品不斷推出，全

球疫苗市場規模及增速有望進一步擴容，當前越來越
多的中國企業通過「中國疫苗、多國製造、服務全
球」模式，開拓國際市場。在本次年會上，康泰生
物、阿斯利康和印尼Combiphar公司簽署戰略合作備
忘錄，三方共同推動康泰生物疫苗（包括新冠疫苗和
其他疫苗）在印尼本土化生產及商業化。此次合作有
望進一步加強印尼當地的疫苗技術和生產儲備，提升
疫苗在發展中國家的可及性，以更好地應對全球公共
衞生挑戰。
苗向表示，和阿斯利康合作分為了兩個階段，疫情階

段以及後疫情階段。在此前的疫情階段，康泰生物採用
的是技術許可+本地化生產+跨國合作認證的模式，在疫
情應急過程中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如今後疫情階
段，康泰生物在探索新合作模式，此次三方合作採用當
地技術轉讓+當地商業化推廣的政策，通過發揮當地生
產合作夥伴的生產能力、阿斯利康印尼團隊的商業化推
廣能力，實現把全球急需的疫苗向世界推廣。「希望這
種模式能夠在未來越來越多的國家推廣，讓可負擔性、
可及性、更好的疫苗能夠造福全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何玫、黃寶儀、胡若璋博鰲報
道）博鰲亞洲論壇2023年年會「數字時代的金融基礎
設施與金融服務」圓桌會3月31日舉行，博鰲亞洲論
壇副理事長、中方首席代表、央行原行長周小川在致
辭中表示，對數字貨幣的定義不能「唯我獨尊」，也
不要那麼着急地想「贏者通吃」。每隔三到五年，技
術及各方面因素的變化都會導致情況發生改變。

將呈多種競爭格局
數字貨幣怎麼用、如何管，在博鰲亞洲論壇2023年年
會上備受關注。周小川說，從支付體系、銀行業務、技
術等不同角度出發，近年來各方圍繞數字貨幣定義一直
爭來爭去。他指出，互聯網時代存在「贏者通吃」的特
性，誰都希望當贏者，通吃後就把別人壓下去了。曾經
一度有比較響的聲音認為，只有運用區塊鏈技術的、去
中心化的、央行管不着也不需要傳統金融基礎設施服務
的，才是數字貨幣。後來此類數字貨幣和觀點自身也出

了很多問題，有關說法才不時興了。
他說，即使一種數字貨幣在一定時期內佔據了市場

主導地位，對外強調了自己的安全性，然而在三年
後，也會發生盜竊的現象。金融服務中的穩定和風險
防控非常重要，在當今數字化時代，隨着新技術的不
斷湧現，數字貨幣的發展，將呈現多種競爭格局。

中國加快完善監管
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宣昌能表示，近年來，出現了與

法幣、黃金、國債等掛鈎的穩定幣，部分解決了加密貨
幣幣值不穩定的問題，而且可進行兌換、跨境支付便
利，一定程度受到市場歡迎，但也存在憑空產生的加密
貨幣所共有的交易平台欺詐和被用於非法交易活動的風
險。他認為，要加快完善與數字經濟相適應的監管機
制，金融監管是保障數字金融穩健運行的基礎性的制度
安排，監管缺失會加劇非理性的市場行為。
匈牙利央行行長毛托爾奇．捷爾吉認為，人民幣正

在崛起，其重要性越來越強。但這是一個深度變革的
過程，不能着急。未來人民幣將會成為最重要的全球
貨幣，跟美元並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胡若璋、何玫、黃寶儀博鰲報
道）人工智能發展至今已有60多年，關於「人工智能
賦能美好生活」的話題也成為博鰲亞洲論壇不少嘉賓代
表熱議的焦點。騰訊集團高級執行副總裁、雲與智慧產
業事業群CEO湯道生指出，AI驅動、全真互聯、深入
產業是下一代互聯網的三大趨勢。「過去，互聯網更多
的是人與人、人與服務、人與內容的連接，但是這些本
質都是由人驅動的，未來，AI也將成為連接的驅動
者。」
問及ChatGPT等AI技術帶來的影響，湯道生表示，
一方面，AI將大大提升我們的工作效率，另一方面，
AI對算力集群的訴求，也會加速雲計算的發展。「大模
型對大算力和高速網絡有高需求，同時AI的應用也要
求以雲為載體，實現即插即用。AI與雲融合，對雲的增
長空間和發展模式都將產生重大影響。」

通用人工智能誕生露曙光
「通用模型人工智能未來是否會人手一個？ChatG-
PT為何沒有率先在中國面世？」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
院院長朱旭峰分享說，美國的科技創新當下主要依靠研
究型的大學、聯邦實驗室、有軍方背景的國家系統以及
矽谷模式等這四大源頭模式。剛好，ChatGPT就脫胎
於第四種矽谷模式。而中國相較美國，前三種創新模式
已比較成熟，但距離美國的「矽谷模式」還得加油追
趕。
「人工智能未來既像水和電一樣成為基礎設施的一

部分，也會像電腦從實驗室大型機器轉變為個人設備一
樣，成為人人都擁有的產品。」華為雲人工智能領域首
席科學家田奇表示，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令大家看到
了通用人工智能誕生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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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3月31日上午，博鰲亞洲論
壇2023年年會「宗教和合與文明互鑒」分論
壇在海南舉行。本次宗教分論壇由中華宗教文
化交流協會、中國宗教界和平委員會主辦，海
南省宗教事務局、海南省佛教協會承辦，主題
為「萬物並育 大道同行——共臻人類文明互
鑒新境界」。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國家宗教事
務局局長陳瑞峰，海南省委常委、統戰部部長
苗延紅，以及海內外宗教界人士一百餘人參
加。
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海南省佛教協會會

長、深圳弘法寺方丈印順法師，德國道教協會
會長劉誠勇，來自秘魯的拉美及加勒比地區宗
教和平組織秘書長埃利亞斯．什奇特諾奇，蒙
古國烏蘭巴托善妙寺住持大和尚乃爾貴．賽布

彥方丈作為嘉賓，開展深度對話。
作為東道主，印順法師為宗教分論壇殫精竭
慮、全力謀劃，他表示，未來將繼續致力於做
好佛教的本土化、國際化，將具有時代先進性
的「現代化」中華佛教融入社會、服務大眾，
同時讓具有大國風範的「國際化」中華佛教走
向世界、感動世界、影響世界。
據了解，博鰲亞洲論壇於2015年首設宗教

分論壇。在過去7屆論壇中，全球各大宗教代
表、跨宗教領域的諾貝爾獎科學家、國學大
家、傳媒大咖等嘉賓出席，為深化文明交流暢
所欲言，共謀和諧發展之道，共商如何破解
「時代之問」，為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凝
聚宗教智慧和力量，這場盛會也因此在國際社
會「圈粉」無數。

宗教人士共話人類文明互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玫、黃寶儀、胡若璋
博鰲報道）為期4天的博
鰲亞洲論壇2023年年會
3月 31日閉幕。此次年
會是自新冠疫情爆發三
年來，首次完全恢復線
下會議，也是中國兩會
後的重要主場多邊外交
活動。共有來自50多個
國家和地區的約2,000名
嘉賓參會，分析亞洲和
世界形勢，凝聚合作發
展共識。
博鰲亞洲論壇秘書長李

保東在年會閉幕新聞發布
會上表示，各方對今年年
會的主題「不確定的世
界：團結合作迎挑戰，開
放包容促發展」表達了高
度認同，認為它契合各方
發展需要，為應對當今世
界的不確定性提供了重要
指引。
李保東說，本次年會取

得了重要積極成果，深入
分析了當今世界面臨的主
要問題所在，增進了國際
社會團結合作的共識，提
出了促進世界經濟復甦和
可持續發展的建議主張。
李保東表示，與會各方

認為，大家不能將寶貴的
時間浪費在地緣政治對
立、意識形態對抗和地緣
經濟碎片化上，而是要團
結一心，共同迎接長期挑
戰。
與會嘉賓還就亞洲發

展提出了重要主張。各
方認為，亞洲有全球一
半的人口，是一個充滿
活力和潛力的地區。亞
洲是世界經濟復甦的重
要推動力，中國是重要
引擎，今年中國將繼續
為全球經濟增長作出巨
大貢獻。亞洲各國應繼
續深化彼此間的合作，特
別是促進中國和其他亞洲
國家之間的經濟合作和友
好關係，與此同時拓展同
域外國家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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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1日，博鰲亞洲論壇2023年年會「生物醫藥創新與國際合作新路徑」分論壇在海南博鰲舉行。 中新社

◆周小川（中）在「數字時代的金融基礎設施與金融服
務」圓桌會上發言。 中新社

◆3月31日
上午，博鰲
亞 洲 論 壇
2023年年會
舉行「宗教
和合與文明
互鑒」分論
壇。

周 小 川 談 數 字 貨 幣：

別想「贏者通吃」每隔三五年有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