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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仍处在移
动互联网的变革浪潮中，
生活和生产方式都在改
变。比如，从微信上的很
多创新，不难看出中国的
O2O（线上/线下）市场进
步很快；像滴滴、摩拜单
车等分享经济，中国在全
球来说也是领先的。

经过两年发展，“互
联网+”使得很多产业和

互联网已经有比较充分的结合，而且这种融
合发展开始在全球展现出影响力。

值得注意的是，过去两年我们谈“互联
网+”，更多地是讲连接服务，互联网为第三
产业带来很多改变。正如总理在政府工作报
告中提到的，去年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
总值比重上升到 51.6%。而从今年开始，互
联网与各行各业的融合可谓进入了“深水
区”，延伸到“互联网+制造业”、“互联网+
工业”等方面，开始深刻地影响第二产业，
甚至第一产业。

比 如 我 们 看 到 运 营 商 的 窄 带 物 联 网
（Narrow Band IOT）技术，就蕴含着这样一
种变化趋势。可能一个小芯片就几块钱，很便
宜。制造业企业或者用户一次可以买几十个、
上百个芯片，然后在每个设备里嵌入模块，就
可以做成一个远程窄带物联网。

这会对制造业发展产生什么影响呢？以
后可能很多设备（包括家电、生产设备）都内
置芯片，企业面向市场提供租赁服务，制造商
变成了服务提供商。比如基建用的挖掘设备备，，
装上芯片装上芯片，，到哪里都有信号到哪里都有信号，，就可以采用就可以采用租赁

方式或物联网方式。这是整个物联网业态出
现后，可能会对制造业带来的巨大改变。

在物联网领域，腾讯从微信硬件平台和
QQ 互联方案出发，近年来一直在做一些尝
试。包括我今年建议的全面推进海绵城市建
设，也希望在深圳打造一个样本，即通过窄
带物联网实现雨水监测以及很多方面的自动
化。

如今，经济社会的每一个细胞都可能与
互联网相连，形成一个万物互联共生的新生
态，这是大趋势。

比如，总理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
的“互联网+政务”。它就涉及很多领域，包括
城市服务、医疗、教育、公安、社会保障等。过
去两年，腾讯在每个领域都在开发解决方案。

再如智慧城市，过去十几年，大家用局域
网的方式做了大量工作。许多数据很有威力，
只是没有释放出来，还差“最后一公里”，即如
何把它送到用户面前。比如，每辆公交车都有
实时到站的数据，如果应用到手机上，便能使
人们精确了解车辆位置。像社保、医保、公交
信息等数据，现在就缺应用场景。

总之，随着越来越多的实体、个人、设备
都连接在了一起，互联网已不再仅仅是虚拟
经济，而是实体经济社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我相信，只要有场景、有市场，或者说有
“靶场”，“互联网+”在中国就会训练出一支很
强的队伍出来，这个生态体系也会更有活力。
在这个过程中，“互联网+”是手段、数字经济
是结果、网络强国是目的，它们一脉相承。

（作者马化腾为全国人大代表、腾讯公司
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本报记者 彭训文整理）

今年1月1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日内瓦万国宫出
席“共商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高级别会议，并发表题
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深刻、全
面、系统阐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演讲赢得全场 30
多次热烈掌声，引起各界共鸣。2月 10日，“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中。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我们愿与国际社会一道，
致力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为打造人
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的贡献。在不少代表委员看来，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全球治理的巨大贡献，中
国将进一步为此分享智慧、体现担当、践行理想。

中国理念彰显智慧

“当前，中国与世界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在‘地球
村’中，世界各国‘同乘一条船’，共同利益越来越多，相
互依存越来越深，因此特别需要合作共赢。”全国政协
委员、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吴海龙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表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
国的发展在稳健向前迈进，中国的发展对世界有利。

对于各国“相互依存”，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
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赵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深表赞
同。“地球是人类的共同家园，很多问题需要我们携手
解决，以国界做‘切割’、‘自扫门前雪’并不可取。”
赵梅说，“像恐怖主义危机、环境污染、跨国犯罪等议
题，只能通过大家共同参与才能解决。互联互通的建
设、自由贸易的开展，都需要我们合作、共赢。”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人民对当今世界的
一种深刻理解，是中华智慧的集中释放，也是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全球治理重大主张和战略指
引，是对人类社会的又一重要思想贡献。”全国人大代
表、江苏大学党委书记袁寿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这一理念契合各国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要进步的
真诚愿望和崇高追求。

中国担当胸怀天下

在赵梅看来，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为打造人类命
运共同体作出新的贡献”，一方面体现了中国对全球治

理、国际事务的积极参与，同时也是对当下“逆全球
化”思潮的回应。

“过去一年来，我们看到全球化潮流出现逆转趋
势，特别在一些发达国家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赵梅
认为，贸易保护、移民政策缩紧、气候政策上的分歧，
都让人感到不少国家开始变得“以邻为壑”。“国际政策
的协调、国家间的协作、大国的责任担当似乎变得更加
困难。”

“在当前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的情况下，中国
强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更凸显其重要
意义。”吴海龙告诉记者，当今世界舞台上，各国情况
千差万别，大家在发展、认知等方面存有一些差异。但
世界各国应努力克服差异，积极寻求合作最大亮点、利
益最大公约数。

“我们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和主张，确
实显示出超常的政治勇气和智慧。”全国政协委员、中
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于洪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我们坚信经济全球化的历史大趋势不会改变，各国
之间相互依存不断加深不会改变，各国的发展利益和安
全利益相互交织也不会改变。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际上是中国对世界的一
种承诺，表示我们愿意为推动世界的和平稳定发展作出
更大贡献。”吴海龙表示，“提出这一理念，彰显出中国
的长远眼光和胸怀天下的格局。”

中国行动广受欢迎

中国不仅提出理念和方案，也在实践中努力践行。
“在我看来，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就是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举措、重要抓手。共商、共建、
共享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原则，这与‘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精神内涵是一致的。”吴海龙表示，中国肩
负的责任越来越大，对世界的贡献也越来越大。“我们
欢迎各国搭乘中国发展的顺风车。各国人民都过上好日
子，世界才能和平、发展、稳定、安宁。”

赵梅认为，中国近年来的表现展示出大国应有的担
当。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成立亚投行等，都是为了
在世界范围内解决其他国家面临的发展问题而采取的举
措。它们在组织的参与上拥有开放包容性，受到相关国

家的欢迎。“此外，免除最不发达国家债务、抗击埃博
拉、参与维和等，也都体现出中国的担当精神。中国真
正做到把地球视为人类命运的共同体，而自己是其中一
分子。”赵梅说。

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校也发挥着自身的
独特作用。袁寿其表示，作为文化传承创新的重要阵
地，高校正在通过深入实施国际化战略、积极扩大对
外交流交往、大力发展留学生教育等，在“走出去”

“请进来”的过程中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吸收外来先

进文化，在交流和交往中深化不同文化间的相互理解
和彼此认同，推动中华文明同世界各国文明的融合与
共生。

代表委员热议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力量
本报记者 高 炳 徐 蕾 柴逸扉

2016年9月4日，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一次峰会在杭州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持会议并致开幕辞。
新华社记者 李 涛摄

2016年9月4日，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一次峰会在杭州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持会议并致开幕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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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互联网+实体”
打造数字经济

以以““互联网互联网++实体实体””
打造数字经济打造数字经济

3月9日上午，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政协委员谈惠民生”记者会在梅
地亚两会新闻中心二层多功能厅召开。图为人民日报记者张烁在记者会召开前
通过人民日报客户端进行现场直播。 罗 旭摄 （人民视觉）直 播直 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