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家安全這幾年在中國的決策
層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中國
人權發展基金會一位資深國際安全領
域專家向大公報指出，放眼全世界各
個國家經濟體的發展，離開安全就無
從談發展，安全是發展的前提。他認
為，在當下百年未有的大變局下，國
家安全的重要性前所未有地突出，而
中國要堅持大安全觀、 「綜合的安全
觀。」

《決定》提出，完善食品藥品安
全責任體系。並且，加強網絡安全體
制建設，建立人工智能安全監管制
度。

在這位專家看來，推進國家安全
體系和能力現代化包括海外安全和周
邊安全。隨着中國改革開放近半個世
紀的歷程，中國在海外有很多的利
益，而這也是國家利益的一部分，
「包括中國在海外龐大的營商人員、
施工人員及各類建設項目，都需要納
入到綜合的安全觀裏面去，這也是大
安全觀及綜合安全觀的一個亮點。」

「第二個是周邊安全。關於《決
定》的說明提到，要建立健全周邊安
全工作協調機制。」 這位專家指出，
中國是有着漫長國境線的國家，與很
多國家接壤。中國決策層近年來也頻
頻與中亞國家領導人會晤，包括建立
上海合作組織等合作機制等，這都是
中國重視國家安全的表現，而中國此
番亦將周邊安全提升至新高度。

至於中國應以何種方式維護國家
安全，他認為，中國此番提出要建立
AI安全監管制度，也是保護國家安全
的一項重要施政。目前全世界各個國
家都在搶抓AI新機遇，中國未來必將
在這一領域大膽創新，加以開發和利
用，在此方面，也要謀劃如何在國際
領域佔據主動，抓住發展機遇。

政府企業合作 打造「數字護盾」
「AI的發展帶來機遇也帶來安全

方面的挑戰，這是必然的。」 大數據
國家戰略計劃聯盟發起人、360集團信

息保安專家鄔玉良表示，AI可以作為
網絡武器進行網絡攻擊，以及量子技
術的應用、大數據的應用等等高科技
手段的應用，都需要中國加以防護及
應對。 「保護國家安全以及破解安全
困境是國家和企業共同面臨的時代課
題。」 他表示，全會提出，要建立人
工智能安全監管制度，這需要政府和
企業共同做好 「數字防護」 ，保護國
家安全。

《決定》提出，加強網絡安全體
制建設，建立人工智能安全監管制
度。 「《決定》直接提及了 『人工智
能安全』 ，彰顯了人工智能及網絡安
全在未來的重要性。」 中國電子信息
產業發展研究院副總工程師劉權認
為，當今世界已進入數智化時代，人
工智能成為引領我國新質生產力發展
的重要驅動力的同時，也帶來巨大風
險隱患。如何規範科技創新行為，確
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成為
了迫切的現實需求。

「加強網絡安全體制建設，是我
國企業、政府乃至全社會邁向數字化
轉型中的一項重要任務。」 國家信息
技術安全研究中心高級工程師潘克峰
表示， 「人工智能安全監管制度的建
立，要對AI技術的開發、部署和應用
過程進行全鏈條監管。這意味着從算
法設計開始，就要考慮到潛在的倫理
和安全問題。」 他談到，必須建立跨
領域的協作機制，促成政府、企業、
研究機構之間信息共享和技術合作，
共同應對網絡安全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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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提
出，健全提升產

業鏈供應鏈韌性和安全水平制度。中
國商務部研究院學位委員會委員白明
對大公報表示，提升產業鏈供應鏈韌
性和安全水平，重點在於要在關鍵節
點有自己的站位，增強對產業鏈供應
鏈的掌控。 「有的國家可能在鏈條中
某個點非常拔尖，但相應配套就需要
依賴其他國家。」 他提到，中國在這
方面好一些，因為我們產業鏈供應鏈
很全，尤其在製造業，雖然有強有
弱，但幾乎有全產業鏈供應鏈的體
系， 「因此，我們完全可以發揮產業
鏈的合成優勢。」

白明舉例說明，《決定》中提到
的工業母機等，中國既有原材料，也
有技術，而且不僅限於上述領域。
「我們可以一方面研究集成電路，一
方面研究光刻機，從產業鏈供應鏈的
角度來看，中國具備同步進行的實
力。」

但他也提醒，正是因為全產業鏈

條較長，一定在 「卡脖子」 的節點上
注重聯動，疏通上下游，防止 「堵
塞」 。若要增強產業鏈供應鏈的韌
性，首先要實現協同發力，讓鏈條上
每個環節都能對齊標準；其次要掌握
關鍵技術的自主研發能力，突破科技
難點，擁有核心技術，從而保證安全
性和稀缺性；第三，要提高生產效
率。同時，還要用好新質生產力，在
技術創新、未來產業、綠色低碳、轉
型升級等方面暢通產業鏈供應鏈，實
現循環暢通。 大公報記者朱燁

發揮產業鏈合成優勢 破「卡脖子」

專家解讀

▲在位於重慶市兩江新區的賽力斯汽
車超級工廠，工作人員在總裝車間生
產線上作業。 新華社

《決定》提
到，完善涉外國

家安全機制。中國商務部研究院學位
委員會委員白明對大公報表示，近來
歐美對中國在經濟領域的制裁和打壓
愈發頻繁。比如美國對中國電動車增
加關稅至100%等。除制裁外，美國
的 「長臂管轄」 行為也屢見不鮮，比
如美國打着打擊 「非法捕撈」 的幌子
在別國登上中國漁船等。他強調，美
國用 「長臂管轄」 裹挾其他國家，嚴
重破壞了WTO的規則，是貿易保護

主義、霸權主義和 「雙重標準」 。
對於《決定》中提到的健全反制

裁、反干涉、反 「長臂管轄」 機制，
白明表示，出現在上述情況中的中方
企業基本上都屬於有活力、有前景的
科技創新類或前沿技術類企業，因此
要健全此機制，首先需要補上中國在
該系列領域中的短板，增強技術自主
可控程度，從而一方面減輕他國制裁
對本行業的傷害，一方面增加他們的
機會成本，讓對方因為制裁我方而失
去更多。此外，他認為，我們也應該
增強反制能力。

白明認為，歐美對華施加的打壓
舉措，既破壞了國際經貿秩序，也損
害了中國企業的正當權益，是對全球
經濟一體化的挑戰。作為負責任的大
國，中國向來秉持公平、公正、互惠
互利的原則，為世界經濟發展貢獻力
量，反制裁、反干涉、反 「長臂管
轄」 ，既是對中國企業的保護，也是
對全球經濟秩序的維護。

大公報記者朱燁

健全反制裁機制 學者倡築技術防火牆
自立自強

▲參觀者在2024北京車展比亞迪品牌
展台參觀。 新華社

加強網絡安全 建人工智能監管制度
專家：從算法開始 全鏈條監管技術開發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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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記者 趙一存、郭瀚林北京報道

國家安全是中國式現代化行穩致遠的
重要基礎。《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

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簡稱《決定》）提到，
必須全面貫徹總體國家安全觀，完善維護國家安全體制機制，實現高
質量發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動，切實保障國家長治久安。《決定》
明確，加強網絡安全體制建設，建立人工智能安全監管制度。

多位國家安全領域權威專家在接受大公報訪問時表示，二十屆三
中全會將國家安全議題提升至新高度。專家認為，人工智能安全監管
制度的建立，需要從算法設計開始，對AI技術的開發、部署和應用過
程進行全鏈條監管。

安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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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體制機制
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

圍繞持續深
化國防和軍隊改

革，《決定》提出，深化聯合作戰體
系改革。構建新型軍兵種結構布局，
加快發展戰略威懾力量，大力發展新
域新質作戰力量，統籌加強傳統作戰
力量建設。優化武警部隊力量編成。

對於《決定》中提出的 「構建新
型軍兵種結構布局」 ，宣沅（香港）
科技交流中心研究員宋忠平向大公報
指出，現在解放軍的軍兵種結構布局
日趨合理。解放軍總體形成中央軍委
領導指揮下的陸軍、海軍、空軍、火
箭軍等軍種，軍事航天部隊、網絡空
間部隊、信息支援部隊、聯勤保障部

隊等兵種的新型軍兵種結構布局。
此次《決定》提出要大力發展新

域新質作戰力量。宋忠平認為，所謂
新域應該是體現在航天、網絡、電磁
等領域，現在在整個作戰環節中，如
果離開了這三點，那麼軍隊就不能稱
之為是現代化的軍隊，也不能稱之為
是一支信息化的作戰部隊。宋忠平
稱，解放軍要在建軍百年實現機械
化、信息化、智能化，就需要有新的
軍兵種來加持，而新質作戰力量就是
要以信息化作為核心，以智能化作為
依託，以新技術作為保障來形成整體
優化的作戰能力。

大公報記者葛沖

提質升級

三路並舉鍛造新域新質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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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24世界人工智能大會上，工作
人員向參觀者介紹AIGC古籍修復技
術。 新華社

《決定》提到，加
強涉外法治建設。健全

國際商事仲裁和調解制度，培育國際一
流仲裁機構、律師事務所。積極參與國
際規則制定。資深涉外法治專家、廣東
廣信君達律師事務所管委會主任閃濤表
示，中國參與全球治理，以及維護中國
企業和公民在海外的合法權益，很多時
候是通過國際商事仲裁或者調解的方式
進行，中國在此方面仍有發展空間。

「我們要培養一支屬於自己的堅強
有力的律師隊伍，來服務於我們的涉外
法治建設，服務於我們公民和企業的走
出去，服務 『一帶一路』 。」 閃濤表
示，在積極參與規則的制定方面，中國
的目標亦非常明確，要進一步提升話語
權。而三中全會關於涉外法治建設的表
述為相關工作指明方向，也能夠使國
家、政府、企業形成合力，推動涉外法
治建設深度改革。

閃濤表示，香港作為高度開放包容
的國際化大城市，此前亦獲選為國際調
解院總部所在地，這實際上是希望能夠
發揮香港在普通法下的優勢地位，在較
好的法治化營商環境基礎上發揮更大優
勢。 「在健全國際商事仲裁方面，香港
大有可為。」 他說，同時也能夠促進香
港更加吸引海外投資者或投資機構有更
大信心參與中國新一輪全面深化改革開
放的進程中。 大公報記者趙一存

熱評

健全國際商事仲裁 香港可發揮優勢

高技術高質量

•推動技術革命性突破、生產要
素創新性配置、產業深度轉型升
級，推動勞動者、勞動資料、勞
動對象優化組合和更新躍升，催
生新產業、新模式、新動能，發
展以高技術、高效能、高質量為
特徵的生產力。

壯大戰略產業

•加強關鍵共性技術、前沿引領
技術、現代工程技術、顛覆性技
術創新，加強新領域新賽道制度
供給，建立未來產業投入增長機
制，完善推動新一代信息技術、
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新能源、
新材料、高端裝備、生物醫藥、
量子科技等戰略性產業發展政策
和治理體系，引導新興產業健康
有序發展。

數智綠色轉型

•以國家標準提升引領傳統產業
優化升級，支持企業用數智技
術、綠色技術改造提升傳統產
業。強化環保、安全等制度約
束。

提升生產效率

•健全相關規則和政策，加快形
成同新質生產力更相適應的生產
關係，促進各類先進生產要素向
發展新質生產力集聚，大幅提升
全要素生產率。

發展耐心資本

•鼓勵和規範發展天使投資、風
險投資、私募股權投資，更好發
揮政府投資基金作用，發展耐心
資本。

資料來源：新華社

完善食品藥品安全責任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