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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社会期待习近平主席出席二十国集团里约峰会

让发展成果真正惠及全球所有人
完善全球治理体系
■ 里约热内卢峰会召开之

际，国际社会再次将目光投向
中国。各国人士期待习近平主
席在此次峰会上继续凝聚合作
发展共识，加强宏观经济政策
协调，为完善全球治理注入中
国力量

共绘可持续发展画卷
■ 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发

展倡议三年来，得到   多个国
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同各方开展
了    多个合作项目，为落实
联合国    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贡献中国智慧，为全球南方国
家带来福祉

共谱全球南方合作华章
■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

家、全球南方的当然成员，中国
致力于通过二十国集团这一多
边机制进一步提升全球南方国
家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和代
表性，为全球南方发展振兴注
入动力  刊第五版

新华社北京 11月 10日
电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

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自

然资源工作论述摘编》一书，

近 日 由 中 央 文 献 出 版 社 出

版，在全国发行。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

发展的基本条件。党的十八

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站在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坚

持和加强党对自然资源工作

的全面领导，加强自然资源

管理，坚持把资源环境承载

力作为前提和基础，组织实

施主体功能区战略，优化国

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统筹

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

保护和系统治理，建立以国

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

体系，推动形成节约资源和

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

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

为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开

辟了广阔前景。习近平同志

围绕自然资源工作发表的一

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

涵丰富，思想深刻，对于新时

代新征程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与 资 源 环 境 承 载 能 力 相 适

应，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

制度和管理制度体系，以高

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

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

《论述摘编》分8个专题，

共计286段论述，摘自习近平

同志 2012年 12月至 2024年

10月期间的报告、讲话、说

明、贺信、指示等150多篇重

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

一次公开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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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同志
围绕自然资源工作
发表的一系列重要
论述，立意高远，内
涵丰富，思想深刻，
对于新时代新征程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与资源环境承载能
力相适应，健全自然
资源资产产权制度
和管理制度体系，以
高水平保护支撑高
质量发展，努力建设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中国式现代化，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报讯 上海市市长龚正昨天会见了老挝总理宋赛一行。

龚正代表上海市人民政府，对总理同志及夫人万达拉到

访上海表示热烈欢迎。他说，中老是山水相连的社会主义友

好邻邦。上海十分重视与老挝的友好往来，多年来双方在经

贸、文化、卫生等方面，开展了广泛合作，取得了积极成效。面

向未来，我们愿认真落实中老双方共识，发挥地方合作优势，

为两国务实合作作出积极贡献，为两地人民谋取更大福祉。

▼ 下转第四版

龚正会见老挝总理宋赛

支持上海企业赴老挝投资兴业

龚正会见老挝总理宋赛和夫人万达拉。 张春海摄

“AI智能体的出现，‘AI训练补充协议’

的做法，网络平台签约作家的忧虑，提醒我

们重新去思考、界定创作的本质是什么，我

们要发挥好人工智能的价值，同时又肯定和

保护人类创作者的主体地位。”近日，上海金

申律师事务所管理委员会主任、上海社会科

学院法学博士邢政在接受本报专访时表示。

日前，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推出的

“灵咔灵咔”创意写作智能体在上海书城发

布。近年来，以阅文集团“阅文妙笔”“作家

助手妙笔版”和七猫中文网“AI小助理”为代

表的平台AI辅助写作工具显露身手。随着

技术的升级与优化、各大平台上AI写作软件

的兴起，人机协作或将成为创意写作新趋

势，一个新的写作时代，是否就此启幕？

智能工具以其强大的算法和数据处理

能力，为文学创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便捷与

高效。然而，AI写作的发展也面临着新问

题。今年7月，番茄小说平台试图将作者的

原创内容纳入语料训练，要求签订“AI训练

补充协议”的做法，引发了部分签约作家的

抵制和投诉。此类事件不仅揭示了AI写作

在如何保护著作权、原创作者权益等方面的

问题，也促使我们重新审视和思考在人工智

能时代下的文学创作的本质与伦理规范。

当  智能体创作遇见网络文学

AI写作软件通过深度学习和自然语言

处理技术，能够模拟人类的写作风格和思维

方式，为作者提供大量创作素材和灵感。华

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院长王峰教授团队采

用“国内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提示词工程+

人工后期润色”的方式，在今年5月成功完成

了超过110万字的小说《天命使徒》。2023

年10月，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沈阳教授团

队采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创作了小说《机忆之

地》，匿名参加了江苏省青年科普科幻作品

大赛，并获得二等奖。

AI写作智能体对网络文学产生了怎样的

影响？AI写作软件是否会带来写作新模式？

目前不少网络作家在利用AI辅助创作，

比如进行资料查询、故事构思、场景想象和

人物刻画等，对于网络文学这种需要体力、

智力和耐力的劳动，AI的介入有助于加快写

作速度。中国作协网络文学委员会委员、网

络文学评论家桫椤分析了网络文学的特殊

表达方式及其生产模式，他认为：“网络文学

的类型、套路、梗等‘数据库写作’的元素成

为故事的必要构件，先天具有被拆解和重组

的可能性；同时，网络文学的意义表达较浅

显和直白，不大讲究诗性的‘言外之意’。这

些都为AI写作提供了便利。AI写作实质上

仍然是算法在起作用，按照人给定的要求去

调动资源，重新组合文本或者生成新文本。”

AI生成的作品提醒我们重新去思考、界

定创作的本质。邢政表示：“在这种思考和

界定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明确AI生成的作品

也是一种智力劳动成果，我们要为技术进步

和新型创作方式留出足够的发展空间，同时

也鼓励、保护有创新性的人类原创作品，助

益文化多样性的发展。”

文学是彰显人类精神原创力的重要方

式，AI的大规模运用会不会削弱人类表现自

己创造力的能力和机会？

▼ 下转第四版

  智能体创作模式来了，版权忧患也来了
■本报记者 王雪瑛

第七届进博会意向成交达   .1亿美元
服务保障再升级，溢出效应更显著

■ 第七届进博会和虹桥国际经济论坛向世界展示中国以开放促
改革、促发展，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的信心和决心，为促进
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作出积极贡献。目前，第八届进博会筹备工作
已全面铺开，新签下届企业展展览面积超  万平方米

■ 今年进博会组织了  场集中签约活动，达成合作意向近   
项；举办   场新品发布活动，展示   项前沿科技产品。同时，   家
机构参与人文交流展示，中外演出团体带来公益演出   场，集中展
示中外人文艺术风采

 相关报道刊第三版

■ 小托福、AMC、古诗文大会……这

些杯赛受到不少家长追捧，培训机构推

波助澜也放大了家长的焦虑

小学生“考证热”再起
刷分卖答案成“生意”

 刊第四版

《百姓话思想》第五季以 集故事讲述五湖四海的人们
在上海成就梦想，并在此过程中反哺城市

人文之城，“城”与“人”互相成就

■ 在上海这座人民城市，“人文之

城”的意义已经超出了单向的文化产

品供给。《百姓话思想》系列视频第五

季以“人文之城”为主题，将于明天起

在全网推出
 刊第二版

刚刚落幕的第七届进博会，或许可以被

称为史上创新浓度最高、“新质”特征最强的

一届进博会。走在“四叶草”，3000多家展商

中，以“新质”为关键字的主题和标识比比皆

是，与之相呼应的是450件由跨国公司带来

的首发首展新品，以及360个来自全球的初

创企业的创新项目。

作为全球最大的进口平台，以更好水

平、更高标准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

是进博会的新机遇。同时，进博会作为世界

各国的大合唱，在全球化进程中，更好地就

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进行深度交流，也是

进博会举办的应有新义。

共创未来，在“四叶草”感受强磁场

在“四叶草”北厅的创新孵化专区，储

热技术公司“新致能源”搭了一个“博士密

度”极高、但面积极小的展位，在一张不到1

平方米的展台旁，两位拥有博士学位的创

始人——李筠韧和曹道帆守了6天。谈起

参会的收获，他们直言“超出预期”。

这两位来自伯明翰大学的博士，曾在英

国担纲过许多储能相关的开发项目。但在

他们看来，若要凭创业充分释放自己的技术

优势和价值，最佳选择是回国。为此，通过

英国EGG孵化器，他们首次来到进博会，并

在短短几天内与海内外各路与会者作了交

流，从轨道交通巨头到斐济渔业公司等，经

常聊着聊着，就忽然为储热技术找到了崭新

的落地场景。正因为这个原因，昨天，两位

博士依然选择留守到最后。

谈到新质生产力的话题，带领新致能源

等10多家初创企业组团参会的EGG孵化器

联席总裁陆城宽说，这次，他们招募人工智

能、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拥有硬科技、强团

队的项目参加进博会，深切感受到各方对创

业项目和人才的认可和重视。

在许多人看来，本届进博会的亮点就是

围绕新质生产力成功构建了一个大磁场。

实际上，这既是主办方积极策展的结果，更

是我国创新经济生命力和吸引力的表现和

证明。

在技术装备展区，智能制造领域的几

家跨国巨头，不约而同带来最新一代机器

人，包括三菱电机刚刷新世界纪录的魔方

机器人，欧姆龙能和世界冠军打得有来有

回的乒乓球机器人，以及西门子能“读懂”

人心、并自动调配鸡尾酒的机械手。这些

展项之所以被摆在展台最核心位置，不仅

是因为“好玩”，更因为其底层技术与智能

制造、工业AI一脉相承。正如2007年图灵

奖得主约瑟夫 · 希发基斯在今年虹桥国际

经济论坛上所说的：凭借强大的工业和信

息技术基础，中国已具备率先实现工业AI

的条件，完全有机会走出一条不同于发达

国家的AI道路。

而对跨国公司而言，从创新角度重新

梳理投资中国的逻辑，进而立体展示前沿

技术，才能进一步搭上中国的新质生产力

“快车”。

不妨再看一下医药巨头辉瑞。几天

前，在“四叶草”，“辉瑞中国2030战略”发

布，承诺未来5年在华投资10亿美元，以充

分激发新质生产力。辉瑞中国区总裁彭振

科说：“中国关于促进创新、鼓励外资的政

策，非常鼓舞人心。虽然现在经济面临压

力，但实际上，却是跨国公司加大投资的好

时机。”

同声向“新”，为全球对话拓
展新空间

一直以来，进博会的定位，就绝不仅是

一场顶级贸易展会。正如上海社科院研究

员李健所言，进博会试图回答人类共同迎接

挑战的应对之道。今年，这张“答卷”的关键

词就是新质生产力。

作为美国工业软件巨头，新思科技总裁

兼首席执行官盖思新虽是在“四叶草”现场

才学到“新质生产力”这个词，但却有“一见

如故”之感。 ▼ 下转第二版

跨国公司带来   件首发首展新品、全球初创企业展示   个创新项目

进博会，向“新”而行
■本报记者 张懿

第七届进博会技术装备展区西门子展台的AI迷你调酒工厂。 新华社记者 张铖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