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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9个月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
资增长18.7％ “一带一路”经贸
合作走深走实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束珏婷介绍，今
年 1 月至 9 月，我国对外投资持续增长，
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6731.4亿元人民
币，同比增长18.7％（折合959.6亿美元，
同比增长11.8％）。其中，我国企业在“一
带一路”共建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
1647.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7.7％（折
合234.8亿美元，同比增长20.3％）。

今年前9个月，我国对外承包工程完
成营业额 7648.2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8.2％；新签合同额 9862.8 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1.5％。其中，我国企业在“一带
一路”共建国家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
6285.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0.1％；新
签合同额 8187.7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2.6％。

束珏婷表示，中国支持高质量共建

“一带一路”的八项行动，为“一带一路”
合作明确了新方向、开辟了新愿景、注入
了新动力。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有关方
面，推动创建“丝路电商”合作先行区，办
好第六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第二届
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等重要展会，深入
推进高水平开放，打造更多务实合作项
目，拓宽投资和产业合作领域，鼓励企业
开展绿色基建、绿色能源、绿色交通等领
域合作。

消费恢复势头稳、市场活力
足、消费亮点多

今年以来，商务部组织开展“消费提
振年”系列活动，出台促进汽车、家居消
费等政策措施，深化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培育建设，实施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
和县域商业三年行动，着力提振大宗消
费，促进服务消费，拓展新型消费。

“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消费市场持续
恢复向好，前三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 34.2 万亿元，同比增长 6.8％。特别是
三季度以来，恢复态势更趋明显。”束珏
婷说。

——恢复势头稳。9 月份，社零总额
同比增长5.5％，增速比8月份加快0.9个
百分点，连续两个月回升。主要商品类别
中，超六成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速较8月份
有所加快。

——市场活力足。前三季度，服务零
售额同比增长 18.9％，餐饮收入增长
18.7％。中秋国庆假期，重点商圈和全国
示范步行街日均客流量比去年假期分别

增长1.6倍和87.4％。
——消费亮点多。线上消费、绿色消

费、智能消费等加快发展，新业态、新模
式、新场景不断涌现。前三季度，网上零
售额同比增长 11.6％，新能源汽车销量
增长37.5％，市场渗透率达29.8％。

——拉动作用强。今年前三季度，最
终 消 费 支 出 对 经 济 增 长 贡 献 率 达
83.2％，比上半年提高6个百分点。其中，
三季度贡献率达 94.8％，拉动 GDP 增长
4.6个百分点，为经济回升向好发挥了重
要支撑作用。

外贸稳中有进态势进一步显
现

今年以来，受高通胀、高库存和地缘
政治风险等因素影响，全球贸易持续处
于疲弱态势，世贸组织近期将2023年全
球商品贸易量增速从此前预测的 1.7％
下调至0.8％。

束珏婷说，面对多重风险挑战，商务
系统扎实推进稳外贸政策落实，广大外
贸企业积极创新全力稳订单拓市场，我
国外贸运行总体平稳，特别是近几个月
来，稳中有进的态势进一步显现。

从规模上看，我国进出口规模逐季
抬升，三季度逐月环比增长，9月当月进
出口额创年内单月新高；

从份额上看，世贸组织数据显示，上
半年我国出口国际市场份额稳中有升，
达到14.2％，较去年同期提高0.4个百分
点；

从主体上看，前三季度有进出口实

绩的外贸企业为 59.7 万家，接近去年全
年水平，其中民营企业占比提升1.1个百
分点；

从动能上看，汽车、船舶、锂电池、箱
包等优势产品保持较高增速，跨境电商
新业态持续贡献增量。

“随着积极因素的不断积蓄，我们有
信心四季度继续巩固良好运行态势，有
信心实现全年外贸促稳提质目标。”束珏
婷说。

第134届广交会境外采购商
数量已超上届

第 134 届广交会于 10 月 15 日至 11
月 4 日在广州分 3 期举办，分别聚焦“先
进制造”“大家居”“美好生活”等主题。第
一期已于10月19日结束，目前正在举办
第二期。

束珏婷说，截至 10 月 25 日，共有
214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5万境外采购商
现场参会，数量已超上届到会总人数，较
疫情前（2019年秋季广交会）增长3.2％。
其中，“一带一路”共建国家采购商9.6万
人，占比64.1％，比疫情前增长15.6％。

在成交额方面，束珏婷介绍，第
134届广交会第一期线下出口成交123.3
亿美元，较上届增长 9.2％，其中“一
带一路”共建国家成交占比超过五成。
参展企业普遍反映，本届广交会现场成
交及采购商后续预约看厂情况好于预
期，信心有所恢复，对未来订单数量保
持乐观。

新华社北京10月26日电

为智慧医疗带去新方案

在人流量大的三甲医院辅助智能分
诊、提高医生诊断准确性，在基层医院
扮演“带头人”角色帮助医生提高诊疗
水平……会上，业内专家描绘出一幅幅
大模型赋能医疗的未来图景。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放射科主任杨旗认为，医疗大模型应

用要区分场景，急诊场景下的大模型
应用非常重要。例如，在患者刚到医
院进行 CT 等初步影像检查后，不需要
等待医生看报告下判断，人工智能就
可第一时间对危急程度进行判断，使
病人在医院流转过程中得到最优化、
高效地救治。

医疗行业尤其需要大模型提供更专
业、更精准的诊断和治疗建议。医学影像
是重要的医疗数据，多位专家表示，医学
影像数据差异性特征明显，数据标注难
问题亟待突破。

北京理工大学光电学院教授杨健提
出，医疗大模型训练需要大量文本、影
像、生化指标等多模态的数据样本，但医
疗行业对患者隐私保护和数据安全的要
求较高。如何化解这一矛盾是医疗大模
型发展的重要课题，他认为，大模型在设
计上更应考虑不同层级结构之间既要隔
离又要打通的特殊需求。

加速具身智能研发落地

影片《机器人与弗兰克》中陪伴老人
日常起居的机器人、动漫中的“哆啦 A
梦”……早在 1950 年初，“人工智能之
父”图灵就提出了“具身智能”这一概念。
今天，高速发展的大模型有望给机器人

装上“智慧大脑”，这种能够像人一样感
知周围环境变化并作出相应反应的具身
智能正在逐步从科幻走向现实。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卢策吾提出，具
身智能包括3个模块：通过具身感知、具
身想象实现大脑功能，即对世界的理解
与抽象；具身执行则执行小脑功能，对大
脑做出的判断进行具体执行。

“当前的具身智能体，虽然建立在
神经网络强大的表达和学习能力基础之
上，却面临着缺乏知识推理、难以与人
沟 通 交 互 、 无 法 解 释 决 策 机 理 等 瓶
颈。”浙江大学教授杨易认为，需要将
人类知识、人工智能大模型及领域任务
模型与具身智能体结合，来提高具身智
能体的感知、推理以及与人类沟通、协
作的能力。

具身智能加速落地，将如何改变人
类的工作和生活？

字节跳动人工智能实验室研究员孔
涛认为，研发高服务完成度的机器人，可
以在枯燥、重复、危险的场景实现大规模
的劳动力补充。而北京大学计算机学院
前沿计算研究中心助理教授王鹤则认
为，在众多具身智能的应用中，智能家用
服务机器人是其终极梦想之一，将有助
于解决养老等重大社会需求，提升人们
的生活水平。

重视大模型安全问题

一段时间以来，当人们惊叹于大模
型日新月异的发展时，科技界却产生了
一种担忧：当机器有了聪明的大脑，是否
会给人类带来风险甚至灾难？

与会专家表示，大模型本身十分复杂，
当前我们对模型意图和执行过程理解还远
远不够，当理解不够但又赋予它足够自由
度时候，必然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安全问题。

“大模型一开始没有对错的概念，所
以它可能做任何事。一旦它培养出好坏
之分、善恶区别，就会更容易去选择做合
理的事情。”蚂蚁集团副总裁徐鹏认为，
在可解释性、价值观对齐和强化学习方
面应该有长期的、更大的投入，一方面加
强人类对大模型行为的理解，另一方面
引导大模型“科技向善”。

专家普遍认为，人工智能可能会带
来伦理风险，但距离真正产生自我意识
而失控还很远。“现在大模型学习还是在
人为设定目标下训练，短期内不用太担
心它的危害性。未来什么时候它自己有
了目标、不再遵循人类目标的时候，可能
真正需要引起警惕。”复旦大学计算机科
学技术学院教授邱锡鹏说。

新华社沈阳10月28日电

对外投资怎么样？消费市场有何特点？
外贸运行情况如何？商务部回应近期经贸热点

□新华社记者 潘洁 谢希瑶

今年以来我国对外投资合
作情况如何？近期消费市场有
哪些特点？如何看待当前我国
外贸运行情况？商务部26日举
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回应了近期
经贸热点。

从“好玩”到“好用”
——在2023中国计算机大会看大模型未来应用

□新华社记者 温竞华 洪可润 宋晨

10月26日至28日在辽宁
沈阳举办的2023中国计算机
大会上，蓬勃发展的人工智能
大模型成为热议的焦点。

“以大模型为代表的人工
智能技术，正在成为引领新一
代产业变革的核心驱动力。当
前，各类国产大模型百花齐放，
但商业模式和落地场景还不是
特别清晰。”从吟诗作画的“看
着好玩”到赋能千行百业的“真
正好用”，专家学者和企业家共
同展望大模型未来将如何落地
应用，真正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和百姓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