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

国 计 划 要 求 云 计 算 公 司

披 露 在 其 平 台 上 开 发 人

工 智 能 应 用 程 序 的 外 国

客户名单，美国政府可能

利 用 上 述 规 定 阻 止 中 国

企 业 访 问 对 人 工 智 能 培

训 和 托 管 至 关 重 要 的 服

务器。美国这种“脱钩断

链”“围栏筑墙”的做法，

意在谋求人工智能霸权，

将阻碍人工智能国际合

作，破坏人工智能健康发

展。国际社会对此应高

度警惕。

近年来，人工智能技

术取得显著进展，在提高

生产效率、促进经济增长

等方面展现了广阔的应

用前景。同时，人工智能

发展涉及隐私、安全、公

平 、正 义 等 价 值 伦 理 问

题 ，存 在 不 少 风 险 和

隐患。

人 工 智 能 技 术 给 人

类社会带来的是福祉还

是危害，取决于人类自身

以什么态度对待这项技

术。如果世界各国都能

积极倡导以人为本，智能

向 善 ，加 强 技 术 风 险 管

控，并在相互尊重、平等

互利的原则基础上，共促

技 术 进 步 ，同 享 发 展 成

果，协同治理风险，就能推动全球人工

智能健康有序安全发展。如果有国家

把意识形态偏见引入人工智能治理，

将人工智能作为排他式竞争的工具，

恶意阻挠他国人工智能发展，将损害

各国平等发展和利用人工智能的权

利，也会违背科技发展的客观规律，阻

碍人工智能技术进步，甚至放大人工

智能技术的风险。

中 美 同 为 大 国 ，也

是全球人工智能发展的

领 先 国 家 ，有 责 任 和 义

务引领全球人工智能发

展 走 向 健 康 、有 序 、安

全。中国一直致力于促

进 人 工 智 能 国 际 合 作 ，

推动人工智能发展成果

共 享 、风 险 共 治 。 2023

年 11 月 ，中 美 元 首 旧 金

山会晤同意推动和加强

中 美 各 领 域 对 话 合 作 ，

包括建立人工智能政府

间 对 话 ，为 中 美 共 同 推

动人工智能健康发展创

造了有利条件。

但是，美方一些实际

表现却成了典型的说一

套做一套。美国为垄断

人工智能发展优势，频繁

出台关于人工智能的法

案和行政命令，通过贸易

保护、经济制裁及外交施

压等手段，妄图将中国规

锁在人工智能产业链和

价值链低端。同时，美方

一些政客用谎言抹黑中

国对人工智能的应用，炒

作“中国威胁论”。美国

联邦调查局局长等人称，

中国正利用人工智能技

术收集、梳理美国人的数

据，对美国构成“国家安

全威胁”。

吹灭别人的灯，不会让自己更加光

明。阻挡别人的路，也不会让自己走得

更远。只有开放合作，科技创新才会进

步，人类社会才有未来。人工智能发

展治理需要国际社会群策群力、协调

应对，美国谋求人工智能霸权的行径，

只会为全球科技合作创新设卡立障，

将损害全人类的利益和福祉，也必然

遭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坚决的反对。

1 月 28 日 ，蓟 运 河

畔的天津宁河区芦台镇

滨 水 东 路 上 ，逛 集 置 办

年 货 的 游 客 摩 肩 接 踵 。

花 样 翻 新 的 吆 喝 、琳 琅

满 目 的 商 品 ⋯⋯ 拥 有

400 年 历 史 的 天 津 市 宁

河 区 芦 台 大 集 格 外 热

闹 。 腊 月 以 来 ，饱 含 着

质朴气息和热闹年味儿

的 芦 台 大 集 ，每 天 的 客

流量达 2 万人。

村民们为何对芦台

大集情有独钟？60 岁老

汉董振发告诉记者，“过

年 最 重 要 的 是 热 闹 、喜

庆、高兴，虽然子女能网

购 年 货 ，但 缺 少 过 节 的

热 闹 感 觉 ，所 以 逛 大 集

不可少。”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

展，乡村大集已不仅是易

货交易的乡村市场，还承

载着人们质朴、祥和的乡

村情结，更多容纳了年俗

节庆的乡土风情。红火

的集市，也让村民们圆了

创业梦。

集 市 上 ，头 戴 红 棉

帽身穿红棉袄的张洪伟

最喜庆。他在父母支持

下 成 立 了“ 小 伟 蔬 菜

摊”，如今销售的蔬菜已

超过 30 种，还招聘了 4 名

销 售 员 ，每 天 营 业 利 润

超千元。

除 夕 的 年 夜 饭 ，家 家 户 户 少 不

了 新 碗 筷 ，寓 意 新 一 年 人 丁 兴 旺 。

看 准 这 个 市 场 ，40 岁 的 杜 志 刚 拼 起

3 个 摊 位 专 售 碗 筷 ，选 购 的 人 络 绎

不 绝 。“2023 年 我 在 宁 河 买 了 房 ，把

家 人 都 接 来 了 ，现 在 我 是 真 正 的 宁

河人。”

头 上 有 红 才 叫 年 。

在 天 津 宁 河 区 ，老 年 人

习 惯 头 戴 绒 花 过 大

年 。 随 着 国 潮 风 兴 起 ，

戴 头 花 也 正 成 为 年 轻

人 的 时 尚 。 杨 微 在 大

集 上 开 设 了 销 售 头 花

的 摊 位 ，每 天 销 量 上 百

套 。“2023 年 我 在 吾 悦

广 场 创 立 了 头 花 头 饰

品牌店，希望 2024 年生

意 越 来 越 好 ，品 牌 越 来

越 响 ，直 播 的 销 路 越 来

越广。”

一座百年大集承载

着 一 个 个 创 业 梦 想 。

1998 年搬迁到宁河经济

贸 易 区 后 ，芦 台 大 集 摊

位数量从 200 个增至 900

多个，营业面积从 1 万平

方 米 增 至 2.1 万 平 方

米。从业人员数量增长

了 2 倍，集市销售的货品

从 传 统 的 米 、面 、油 ，拓

展 到 小 吃 、零 售 、宠 物 、

花卉。

1 月 18 日，宁河区开

通了从天津中心城区至

芦 台 大 集 的“ 赶 集 专

线”。随着乡村振兴、文

旅 消 费 不 断 延 伸 ，宁 河

区将芦台大集作为农旅

融合的新市场。天津市

宁河区兴宁建设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于克

谦表示，芦台大集将融入非遗文化、乡

村文化、宁河味道等内容，并以“游、

购、娱”为重点，打造 24 小时“永不落

幕”的夜间消费场景。

曾经保障了城乡居民“菜篮子”

“米袋子”的芦台大集，如今还将服务

于乡村振兴、农旅融合的新发展，让一

代代宁河人圆梦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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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全国发行新增地方债券 46571亿元2023年全国发行新增地方债券 46571亿元
本报北京 1 月 30 日讯（记者曾金

华）财 政 部 30 日 发 布 统 计 数 据 显 示 ，

2023 年，全国发行新增地方政府债券

46571 亿元，其中一般债券 7016 亿元、专

项债券 39555 亿元。全国发行再融资债

券 46803 亿元，其中一般债券 26458 亿

元、专项债券 20345 亿元。合计，全国发

行地方政府债券 93374 亿元，其中一般

债券 33474亿元、专项债券 59900亿元。

2023 年，地方政府债券平均发行期

限 12.4 年，其中一般债券 7.4 年，专项债

券 15.2年。地方政府债券平均发行利率

2.90%，其中一般债券 2.80%，专项债券

2.96%。截至 2023 年 12 月末，全国地方

政府债务余额 407373 亿元，控制在全国

人大批准的限额之内。其中，一般债务

158688 亿元，专项债务 248685 亿元；政

府债券 405711 亿元，非政府债券形式存

量政府债务 1662 亿元。地方政府债券

剩余平均年限 9.1 年，其中一般债券 6.3

年，专项债券 10.9年；平均利率 3.27%，其

中一般债券 3.26%，专项债券 3.28%。

我国近 5 年开工改造 22 万城镇老旧小区
惠及居民约 1 亿人

本 报 北 京 1 月 30 日 讯（记 者 亢
舒）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数据显示，2019

年至 2023 年，全国累计新开工改造城

镇老旧小区 22 万个，惠及居民 3800 多

万户、约 1 亿人。各地在改造过程中，

共改造提升水电气热等各类老旧管线

29.6 万公里，加装电梯 10.8 万部，改造

增设停车位 325 万个、电动汽车充电

桩 10.4 万个，增设养老、托育等各类社

区服务设施 6.8 万个。

2023 年，全国开工改造城镇老旧

小区 5.37 万个、惠及居民 897 万户，共

完成投资近 2400 亿元。各地新改造

水电气热等各类老化管线 7.6 万公里，

加装电梯 3.6 万部，实施建筑节能改造

1.16 亿平方米，增设停车位 85 万个、

电动汽车充电桩 3.66 万个、电动自行

车充电桩 28.8 万个，增设养老、托育等

各类社区服务设施 2.1 万个，新增文化

休闲、体育健身场地 637 万平方米。

人民银行近日征求意见——

进一步开放银行间债券市场
为深化债券市场对外开放，进一步

便利境外机构投资者流动性管理，中国

人民银行近日发布《关于进一步支持境

外机构投资者开展银行间债券市场债

券回购业务的公告（征求意见稿）》。

近年来，我国债券市场对外开放不

断深化，境外机构投资者数量和投资规

模持续增长，其通过债券回购业务开展

流动性管理的需求较为强烈。

根据《公告》，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

的境外机构投资者基本均可参与债券

回购业务，包括现有框架下的境外人民

币清算行及参加行、境外央行、国际金

融组织、主权财富基金，以及新增的境

外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基金

管理公司、期货公司、信托公司及其他

资产管理机构等各类金融机构和养老

基金、慈善基金等中长期机构投资者。

在业内人士看来，银行间债券回购

的进一步开放，与“债券通”“互换通”相

互促进、协同发展，是我国金融市场高水

平对外开放的重要里程碑，有助于满足

境外机构日益增长的投融资需求，以及

对风险对冲管理和流动性管理工具的需

要，进一步提升人民币国际化水平。

债券回购是国内外金融市场重要的

短期资金融通工具，在服务货币政策调

控和传导、拓宽资金融通渠道以及促进

利率市场化方面具有重要意义。2021

年，在充分借鉴国际市场主流回购经验

基础上，多标的券买断式回购业务面向

市场推出，定价机制及存续期票息处理

方式与国际相接轨，进一步提升了买断

式回购融资便利度。发展至今，银行间

市场债券回购已成为最重要的货币市场

交易品种。2023 年，全年交易规模达到

1674万亿元，日均成交约 6.7万亿元。

“我国银行间市场债券回购发展迅

速，交易品种不断丰富，对外开放不断深

化。”川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陈雳表示，

债券回购开放是推动金融制度型开放的

重要举措，将进一步丰富外资对中国市

场的交易品种、提升交易便捷度，满足更

多境外投资者的流动性管理需求。

“境外机构投资者可交易品种及风

险对冲工具不断丰富，其对债券资产流

通使用和人民币资金流动性管理的需

求也越来越强烈。”中国外汇交易中心

有关负责人认为，扩大债券回购境外参

与主体，既有效响应了境外机构的交易

需求，也利于促进境外机构投资者深度

参与中国债券市场。

“对外开放的回购形式也充分结合

并尊重了境内外机构投资者的交易习

惯。根据公告，境外机构投资者开展的

债券回购采用担保品过户的形式，这一

安排与国际主流回购实践相接轨，可有

效降低境外主体参与门槛，助力推动制

度型开放。”上述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有

关负责人说。专家认为，中国经济的长

期向好、金融业的持续开放以及债市投

资便利度的提升，将使得中国债券市场

对外资的吸引力不断增强，并成为境外

机构全球配置的重要选择。

发挥中国式现代化引领示范作用
权 衡 盛 垒

近期，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正式印发《浦东新区综合改革试点

实施方案（2023—2027 年）》。深入开展

综合改革试点，是党中央、国务院赋予

浦东的一项重大战略使命，既有利于浦

东加快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

区，也有助于深化上海“五个中心”建

设、强化“四大功能”，更好发挥在推进

中国式现代化中的龙头带动和示范引

领作用。

一、加快推动浦东新区综
合改革试点意义重大

加快推动浦东新区综合改革试点

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

要讲话精神的重大举措。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上海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

地和深度链接全球的国际大都市，要在

更高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增强发

展动力和竞争力。浦东应改革开放而

生，因改革开放而兴。“吃改革饭、走开

放路、打创新牌”。改革开放的历史进

程中，浦东新区诞生了第一个金融贸易

区、第一个保税区、第一个自由贸易试

验区、第一家外商独资贸易公司等一系

列“全国第一”。党中央、国务院支持浦

东开展综合改革试点，就是希望浦东对

标最高标准、最好水平，积极顺应改革

系统集成和高水平开放的要求，继续为

推进更高层次改革、更高水平开放挑重

担、探新路，为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提

供更多可复制推广的浦东经验，推动实

现浦东和上海更高质量发展。

加快推动浦东新区综合改革试点

是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

题中之义。2021 年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

开放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

的意见》明确指出，浦东要成为更高水

平改革开放的开路先锋、自主创新发展

的时代标杆、全球资源配置的功能高

地、扩大国内需求的典范引领、现代城

市治理的示范样板。这些事关全局和

长远的重大使命，对浦东和上海提出了

新的更高要求。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

临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

社会预期偏弱等困难挑战，外部环境复

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不断上升，改革

开放又来到了新的历史关口。开展浦

东新区综合改革试点，就是要立足打造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以全面深

化改革、全面扩大开放为根本动力，着

力破解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层次体制机

制障碍，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将党中央、国务院的重大决

策部署落到实处。

加快推动浦东新区综合改革试点

是发挥上海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龙

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的重要体现。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充分发挥

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是习近平

总书记对上海的新期待、新定位和新要

求。从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龙头

带动，到引领带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

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上海的地位更重

要，责任更重大，担负的战略使命更明

确。开展浦东新区综合改革试点，就是

要在更高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在更高

平台上推进高水平开放，坚持问题导向

和目标导向相结合，在重点领域和关键

环节改革上率先破题、大胆探索，更好

发挥对改革全局的突破和带动作用。

二、在更深层次改革和更
高水平开放上先行探路

从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到综合改

革试点，从改革开放窗口到攻坚破冰先

锋，浦东新区又一次站在了全国改革开

放和创新发展的最前沿。《方案》明确了

综合改革试点的重点任务和主攻方向，

为浦东新区引领更深层次、更高水平改

革开放指明了方向和路径。

一是围绕打造制度型开放示范窗

口，加大规则标准等开放力度。改革

开放是推动上海发展的动力之源。当

前，上海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加

快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

则标准等制度型开放的转变，是强化

上海城市开放门户枢纽功能，提升上

海“五个中心”国际化水平与城市能级

和核心竞争力、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举措。《方案》提出，要完善高标准市

场规则体系、提升全球资源配置功能、

完善商品和要素跨境流动机制，意在

打造制度型开放示范窗口。这一系列

改革举措有助于进一步扩大各领域尤

其是服务经济领域规则、规制、管理、

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水平，以高标准市

场规则体系建设深化高水平制度型开

放，为全国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建设提供示范引领。

二是围绕建设开放创新生态，不断

完善科技创新体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建设的关键在科技现代化。科技创新是

上海发挥排头兵、先行者作用的关键所

在。《方案》聚焦科技创新管理机制、产业

发展生态、国际协同创新机制、金融支持

科技创新、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等重点

领域，提出了一揽子改革举措，为上海加

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提供

了明确路径。这些改革举措有利于提升

浦东乃至上海集聚国内外创新要素资源

的能力，推动上海加快完善开放创新生

态，为我国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

科技强国提供鲜活经验。

三是围绕建设高水平人才高地，进

一步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人

才是第一资源，上海加快建设“五个中

心”，离不开高水平的人才要素。近年

来，国际人才竞争日趋激烈，城市生活

成本不断上升，如何进一步吸引集聚世

界优秀人才、加快培育战略科技人才力

量、打造更加宜居宜业的人才发展环

境，成为上海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亟待

破解的重要问题。《方案》聚焦制约人才

集聚、成长、发展的瓶颈和难点，从创新

吸引和集聚世界优秀人才的体制机制、

健全急需紧缺人才全链条培养使用体

系、为外籍人才提供入出境和停居留便

利、为各类人才安居乐业提供良好环境

等维度，提出了先行先试的改革创新举

措，为加快构建具有全球发展视野、激

发创新创业活力、有利人才成长发展的

制度体系提供了解决方案和行动路径。

四是围绕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

进一步深化政府职能转变。激发各类

经营主体活力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目标。《方案》从正

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出发，聚焦营

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

加强政府自身建设、完善公平竞争基础

制度等方面，推出了一批具有针对性的

改革举措，为激发各类经营主体内生动

力和创新活力提供更为坚实的制度基

础。上海要以浦东新区综合改革试点

为契机，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和经济体制

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

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率先建

立形成与“三新一高”发展逻辑相契合

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五是围绕探索超大城市治理新路，

进一步深化人民城市建设实践。习近平

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强调，要全面践行

人民城市理念，把增进民生福祉作为城

市建设和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打通

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方案》坚持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

重要理念，围绕创新高效能城市治理体

系、建立高品质民生服务供给体系、推

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促进城

乡深度融合发展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

支持浦东先行先试的改革举措，进一步

凸显精细智能、清洁绿色、城乡融合、惠

及民生的现代城市特点，极大丰富了人

民城市建设的实践深度和广度，有利于

推动浦东新区形成党建引领、群众参

与、多方联动、高效协同的区域综合治

理体系，为探索中国特色超大城市治理

现代化提供新思路、贡献新智慧。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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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28 日，车辆行驶在安徽省合肥市庐江县境内的 S451 军二路（泉水至

黄姑段）兆河特大桥上，标志着兆河特大桥顺利通车。该项目的建成，将改

善合肥南部的交通运输状况，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左学长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