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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铁二十局安哥拉国际公司
中安员工共度中秋佳节——

“在非洲过中秋
亦是团圆”

赵陇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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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 球 热 点

人类面临很多共同的非传
统安全问题

当前，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
威胁相互交织，国际社会经历多重安全
风险挑战。在本届北京香山论坛上，新
兴技术向善、和平利用外空、共同预防
和打击恐怖主义、国际规则等话题引发
热议。以团结促安全、以合作求共赢成
为与会代表的广泛共识。

“人类命运安危与共，需要我们共建
普遍安全的美好家园。”中国国防部长董
军在论坛开幕式致辞中表示，当前许多
安全问题超出了一国一域范畴，特别是
气候变化、粮食安全、恐怖主义等非传
统安全问题，潜滋暗长，破坏巨大，越
来越成为全人类共同面临的最大威胁。
在这个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体中，每个
成员都享有维护自身安全的权利，也担
负共同维护世界安全的责任，只有从理
念和行动上坚持天下安宁、各国有责，
充分尊重和保障每个国家的合理安全关
切，才能真正建设一个免于恐惧、普遍
安全的世界。

“中国有一句谚语，‘单丝不成线，
独木不成林’，意思是一个人无法成事，
一棵树无法成为树林，这句话强调了各
国之间团结合作的重要性。”越南国防部
长潘文江指出，当今国际形势动荡复
杂，世界主要受到三个因素影响：一是
科技创新飞跃发展，特别是数字化和人
工智能技术发展迅猛；二是气候变化、
自然灾害、资源枯竭、人口老龄化等世
界性问题日益严峻；三是因战争冲突、
地缘政治造成巨大损失。应对这些重大
挑战，需要各国携手面对、彼此合作，
特别是加强安全领域合作。

外交学院院长王帆认为，现在人类
面临很多共同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如金
融危机、全球变暖、恐怖主义、核扩散
等，这些问题危害性很大。中国发布的

《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提出，坚持统筹
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共同践
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
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
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
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维护联合国权威及其
在全球安全治理中的主要平台地位，“只
有这样才能确保全球范围内所有国家都
能平等地维护自身安全权益”。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转型，人类要集
中精力协作而不是冲突对抗，要共同努
力而不是制造麻烦。”白俄罗斯国防部国
际军事合作司处长尤亨·卢萨克举例说，
上海合作组织是一个制定安全合作机制
的国际平台，各成员国务实合作，共同
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
不仅有助于维护本地区安全稳定，也有
助于促进全球安全。

管控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
带来的风险

近年来，以深度学习为代表的新一
代人工智能技术取得突破性进展，机器
也可以有“思维”逐步成为现实。本届
北京香山论坛高端访谈、分组会议设置
专场，讨论人工智能安全、新兴技术如
何向善等议题。与会专家围绕人工智能
能否自主决策、是否可信，如何管控人
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可能带来的风险等进
行了深入讨论。

人工智能可信吗？对此，东京大学
生产技术研究所特聘教授胡昂表示，人
脑不可替代，“至少在短时间内人工智能
难以取代人脑做决策”。

“人类技术人员都会犯错，何况机
器？”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工智能与数
据科学促进社会发展教席、荷兰海牙应
用科技大学数据科学教授兰普罗斯·斯特
吉乌拉斯看来，人工智能是否能取代人
脑自主决策，这是一个哲学问题，也是
一个现实问题。他认为，当前对人工智

能的监管面临很大挑战，相关监管要加
速，要更加敏捷。

清华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院长戴
琼海认为，未来几年，人工智能发展将
进入快车道。由于人工智能发展的不可
预测性，相关伦理规范、技术治理要走
在前面，降低人工智能应用的安全风
险，使其为人类谋福祉。

为解决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带来的技
术伦理、技术鸿沟等问题，中国积极发
挥作用，加强人工智能领域治理的国际
合作。去年 10 月，中国提出 《全球人工
智能治理倡议》，就全球人工智能发展与
治理提出中国方案。今年7月1日，第78
届联合国大会协商一致通过中国主提的
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决议，
140多个国家参与决议联署。这充分彰显
出中国对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负责任
态度和重要引领作用。

同济大学中国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夏
立平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工智能
技术治理。各国应在人工智能治理中加
强信息交流和技术合作，共同做好风险
防范，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
框架和标准规范，不断提升人工智能技术
的安全性、可靠性、可控性、公平性，更好
解决人工智能发展中遇到的挑战。

在人道主义对话中心人工智能与新
兴技术高级顾问尼尔·戴维森看来，面对
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可能带来的风险，
各方应展开对话，共同探讨解决方案。

合作解决问题才能保障
稳定

本届北京香山论坛上，“合作”成为
与会代表讨论的高频词。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同国
际社会携手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同心共
筑普遍安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在非传
统安全领域，中国深度参与反恐、公共
卫生、数字治理、生物安全、应对气候

变化等领域的国际合作，加入了几乎所有
普遍性政府间国际组织。今年7月，中方发
布首份《全球安全倡议落实进展报告》，全
面系统梳理了倡议 20 个重点合作方向取
得的实打实、沉甸甸成果。这些成果充分
表明，全球安全倡议正从中国倡议扩大为
国际共识，从美好愿景转化为丰富实践。

外交部副部长陈晓东表示，中方始
终秉持开放包容、相互尊重、共建共
享、合作共赢原则，真诚欢迎所有真心
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伙伴加入全球安
全倡议，协力应对各类传统与非传统安
全挑战。

随着“全球南方”力量崛起，合作
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成为很多“全球南
方”国家的共识。

印度军事杂志 《力量》 总编普拉文·
索内在北京香山论坛现场领取了一本

《大道同行：世界新丝路》 的英文版。他
表示，中国始终是推动“全球南方”发
展振兴的中坚力量。作为世界上最大的
发展中国家，中国一直坚定支持并积极
参与南南合作，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自
主发展能力，以实实在在的合作成果促
进“全球南方”国家共同繁荣。

普拉文·索内说，中国秉持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并践行全球发展
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
这些理念和倡议意义非凡，有利于推动
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推
动建立平等有序的多极化世界。

“相聚是开始，共处是进步，合作是
成功。”马来西亚国防部副部长阿德里·
扎哈里表示，“全球南方”国家要加大合
作协调力度，建立区域合作机制，保障
地区稳定。以东盟为例，《东盟数字总体
规划 （2025）》 是东盟国家朝着建立人
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框架和生态系统迈出
的第一步。“我们要以开放方式推进人工
智能研发合作，加强能力建设，确保负
责任地利用人工智能。繁荣的前提是稳
定，合作解决问题才能保障稳定，最终
减少风险挑战。”

近日，由中国科学家发起，十余个
国家科学家联合在学术期刊 《细胞研
究》 上发表社论，倡议启动“人类基因
组计划二期”，旨在构建更全面、更多样
化的人类基因组图谱，推动精准医疗的
发展和普及。

“在基因组研究领域迈出重要一步”

据悉，这篇社论题目为 《献给人类
1%的礼物：人类基因组计划二期》，由来
自中国、希腊、马来西亚、英国、比利
时、土耳其、美国、新加坡等 14 个国家
的科学家联合发表。

“人类基因组计划二期”的初步目标
是完成全球 1%人口，即来自至少 100 个
国家的 8000 万人的基因组测序，探究得
到的遗传变异信息与临床的相关性，以
构建更全面、更多样化的人类基因组图
谱。同时，计划在至少 10 个国家构建多
组学人群队列，推动精准医疗的发展和
普及，让人人都能平等享受精准医疗的
科学成果，特别是少数族裔群体。分析
指出，该倡议标志着全球科学界在基因
组研究领域迈出重要一步，有利于推动
实现更广泛的健康公平和医疗进步。

据悉，社论文章的作者包括中国华
大集团汪建、刘伟斌，复旦大学徐书

华，北京大学李立明，美国哈佛大学医
学院乔治·丘奇，澳大利亚詹姆斯·库克
大学于尔根·莱卡特等人。

“有赖于全球范围内的合作”

“人类基因组计划”（HGP） 于 1990
年启动，于 2003 年宣布绘制出人类基因
组序列图谱。这项计划由美国、英国、
日本、德国、法国和中国的科学家联合
完成，耗资 38 亿美元，其成果极大推动
了基因组学研究和精准医疗的发展，被
誉为“20世纪三大科学工程”之一。

美国巴特尔研究所的一项分析指
出，如果将美国1993年至2003年的10年
间在 HGP 项目的投入与该计划对美国经
济和基因组产业产生的综合影响相比，
投入产出比高达1:141。

多国科学家在社论文章中指出，20
年过去了，人类基因组学对精准医疗和
精准公共卫生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然而，要想取得更具影响力的进步，还
有赖于全球范围内的合作。必须从先例
中汲取灵感，这些先例展示了如何组织
人类负责任地使用合适的技术和协作来
解决问题的先进经验。同时，必须更加
努力，使精准医疗成为全人类普遍的礼
物——对后代来说，是可用和可及的。

“必须解决几个关键的全球挑战”

未来，精准医疗行业在技术创新、
数据整合、多学科合作等方面将进一步
发展，精准医疗将向着更加高效、个性
化和普惠的方向持续深入发展。

正如该篇社论文章的观点，随着基
因组测序成本开始低于100美元，个人基
因组正迅速变得广泛可及；随着多组学
技术的进步，研究人员正在从全基因组
关联研究转向多组学关联研究；随着数
据科学和人工智能在生命科学中得到更
好的应用，数字化模拟复杂的人类生物
学机制变得更容易，遗传疾病筛查计划
的数量和人数增加，健康经济效益的证
据正在积累；随着精准医疗在更多国家
成为优先事项，更多的政府预算和政策
正在被创建，以支持其开展精准医疗方
向更深入的探索。

与此同时，挑战也不容忽视。根据这
篇社论文章的观点，尽管有令人鼓舞的趋
势，精准医疗对全球人口健康跨度的影响
仍有待提高。文章称，“如果要扩大全球精
准公共卫生的实施和影响，必须解决几
个关键的全球挑战”，包括经济挑战、组
织挑战、基础设施挑战、科学以及伦理
挑战、法律和社会影响挑战等。

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
——来自第十一届北京香山论坛上的声音（下）

本报记者 彭训文 李嘉宝 林子涵

恐怖主义、金融危机、气候变
化、重大自然灾害、跨国犯罪……当
今世界，这些非传统安全威胁日益成
为全球性问题，引起世界人民的共同
关注。各国如何协力应对风险挑战？
怎样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
观？在日前举行的第十一届北京香山
论坛上，多国政要及专家学者围绕非
传统安全领域风险挑战展开对话，共
同探讨解决方案。

9月13日，第十一届北京香山论坛平行分组会议“新兴技术向善”现场。 本报记者 李嘉宝摄

多国科学家联合倡议启动“人类基因组计划二期”——

推动精准医疗更好惠及全球
本报记者 李嘉宝

近日，爱尔兰东海岸的
米斯郡莱敦举行了一场沙滩
赛马活动。

上图：人们在观赛。
左图：一名观众在活动

中拍照。
新华社/法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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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ito bom （非常棒） ”，我刚一回头，就
看到了事业部新招的工程师多明古向我竖起大拇
指。他嘴里边嚼着月饼，边说着称赞的话语，脸
上露出满足的微笑。

相比于其他安哥拉员工，多明古算是生面
孔。他之前是一名设计师，最近才加入中铁二十
局安哥拉国际公司比耶事业部的大家庭，成为一
名工程师。这是他第一次和同事一起过中国传统
佳节——中秋节。节日前夕，事业部邀请当地员
工一起聚餐，给他们讲述中秋节的来历，共同品
尝中国美食，感受中国传统佳节的魅力。

“这是我第一次吃到这么美味的食物，请问它
叫什么名字？”吃完一块月饼，多明古好奇地问
我。“这叫月饼，是中国人在中秋节时会吃的食
物。圆形代表团圆，外面一圈是面粉做的，里面
包的馅儿有很多种，你吃的这个是五仁味的。”听
了我的介绍，他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中秋佳节是中国人心中无比重要的节日，寄
托着所有海外同胞的乡愁。安哥拉当地的节日氛
围不如国内浓，但每一位海外游子的思乡之情溢
于言表。为缓解大家的思乡之情，营造温馨的节
日气氛，公司领导高度重视，精心组织了羽毛
球、拔河、套圈等各类文娱活动，丰富海外员工
的节日生活。中安全员参与其中，好不热闹。

为了能让当地员工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魅
力，加强文化交流，公司采购了不同种类的月饼，分
发给当地员工品尝，于是便有了开头的一幕。听着
他们品尝月饼后发出的声声“muito bom”称赞，每
位中方员工的心中都由衷地涌起一股暖流。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与家人相隔
万里，但看着一起坚守海外的同事，听着安籍员
工的欢声笑语，大家都乐在其中。有中安同事做
伴，在非洲过中秋亦是团圆。

（作者为中铁二十局安哥拉国际公司员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