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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海南博鳌3月28日电（记者赵叶苹、
吴茂辉）在28日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2023年年会
首场新闻发布会上，《亚洲经济前景及一体化进
程》和《可持续发展的亚洲与世界》2023年度报告
正式发布。报告指出，2023年，亚洲经济体整体复
苏步伐加快，预计经济增速将达4.5%，成为世界经
济放缓大背景下一大亮点。

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李保东说，百年变局下，
动荡变革期，亚洲各国直面挑战，成为了全球可以
依靠的增长动力和多边主义的重要支撑。亚洲经
济稳步发展，稳中有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协定》生效一年来，区内贸易投资的制度开放红利
正不断显现。

报告称，2023年，在世界经济放缓和全球化遭
遇碎片化风险的大背景下，亚洲经济整体复苏步
伐继续推进，区域生产、贸易、投资一体化和金融

融合进程将加快。亚洲成为世界经济暗淡图景中
的亮点。

报告还从亚洲经济体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直
接投资融合度、金融融合与发展进程等维度，论证
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在持续推进。2021年亚
洲经济体对亚洲的贸易依存度保持较高水平，达
到 57.4%。亚洲两个重要的贸易中心中国和东盟
都充满了凝聚力。亚洲的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继
续走在全球前列，同时亚洲也是绿色资金和绿色
技术的热土。

博鳌亚洲论坛 2023 年年会于 3 月 28 日至 31
日在海南博鳌举行，今年年会主题是“不确定的世
界：团结合作迎挑战，开放包容促发展”。今年共
有来自50多个国家和地区约2000名代表，来自约
40个国家和地区的170多家媒体机构1100余名记
者参加年会。

博鳌亚洲论坛年度报告：

亚洲成为世界经济暗淡图景中的亮点
新华社海南博鳌3月28日电（记者赵叶苹、严钰景）3月 28

日，博鳌亚洲论坛 2023年年会举行首场新闻发布会，论坛秘书
长李保东在发布会上说，不确定性突出，是当今世界的显著特
点。博鳌亚洲论坛年会提供一个平台，与会各方就相关问题进
行开放包容的讨论，共同在“不确定的世界中探寻确定性”。

博鳌亚洲论坛 2023 年年会主题是“不确定的世界：团结合
作迎挑战，开放包容促发展”；在议题设置上，聚焦“发展与普惠”

“治理与安全”“区域与全球”“当下与未来”四大议题，意在推动
各方理性探讨自身利益和共同利益、短期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
系，厘清怎样做才对自身长远有利，对世界整体有利。

李保东说，当今世界的不确定性，来源于动荡与变革这两种
趋势交织演进。从战争地区的动荡到国际市场的动荡，从社会
变革到科技革命，世界变乱交织，发展与安全两大赤字更加凸
显。无论是新冠疫情、地缘政治冲突，还是世界经济下行、全球
气候变暖，哪一项挑战都不仅关乎当下，也关乎未来。面对这些
挑战，国际社会对于加强合作、促进发展的呼声更加高涨，愿望
更加强烈。

博鳌亚洲论坛 2023年年会 3月 28日至 31日在海南博鳌举
行。今年是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博鳌亚洲论坛年会首次完全
恢复线下会议。

新华社电 在农业农村部长江流域渔政监督管理办
公室指导下，3月 28日，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水生野
生动物保护分会会同有关研究机构在湖北荆州和宜昌
放流2.3万余尾中华鲟。

9时30分许，记者在湖北省荆州市长江水生生物放
流广场看到，随着工作人员打开放流槽，一条条中华鲟
从放流通道滑入长江。据介绍，此次放流的中华鲟是
人工繁育的子二代。其中，长度超 1.5 米的个体有 28
尾，60至80厘米的个体有300尾，20至30厘米的个体有
2.3万尾。

为了精确掌握这些中华鲟个体在长江中的分布位
置和洄游规律，放流前，科研人员根据中华鲟鱼体规
格，在全部鱼体内分别植入了金属线码、被动整合雷达
（PIT）等标记，以便后期跟踪监测。

中华鲟是地球上最古老的脊椎动物之一，距今已
有1.4亿年历史，是国家一级野生保护动物和长江珍稀
特有鱼类保护的旗舰型物种。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
江水产研究所所长邹桂伟说，人工繁殖及放流是鱼类
物种保护的重要措施，有助于实现鱼类种质的延续并
对野生资源形成持续补充。（记者田中全、李思远）

2.3万余尾中华鲟放归长江

博鳌亚洲论坛：

2023年年会四大议题
探寻“不确定世界中的确定性”

3月28日，工作人员在武汉渔政码头放流中华鲟。新华社记者 伍志尊 摄

新华社北京3月28日电（记者王鹏）记者 28
日从教育部获悉，国家智慧教育读书平台于当日
正式上线。该平台依托数字技术，通过汇聚优质
资源、营造互动场景、展示阅读成果，为不同学段
学生、社会公众提供丰富多彩的读书空间。

据介绍，平台一期重点围绕青少年读书空
间、老年读书社区组织建设，同时向用户推荐中
国语言文字博物馆、中国数字科技馆等优质资源
平台。其中，青少年读书空间设“人文社科”“自
然科学”“文学”“艺术”四个栏目，提供电子书、导
读、书评、读书心得等相关内容，既引导青少年学
生阅读经典，又注重分享前沿科技，提升学生独
立思考和分析能力。老年读书社区提供贴近老
年人精神文化需求的优质读书资源，努力为实现
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创造更好条件。

此外，中国语言文字数字博物馆集聚优质语
言文化资源，支撑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中华优秀
语言文化学习研究，打开中华优秀文化传播新窗
口。中国数字科技馆集成和分享优质科普资源，
提供场景式、沉浸式科学教育体验，激发学生科
学兴趣。

据悉，下一步，平台将持续加强适宜、优质、
多样、健康的阅读资源建设，优化平台功能、创新
读书分享方式，展示“书香校园”“书香班级”“读
书标兵”和优秀读书报告等，着力打造全民关注、
全民参与、全民成长的实践型、智慧型读书平台，
助力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
国。

国家智慧教育读书平台正式上线

新华社北京3月28日电（记者王思北）国家互联网信息办
公室副主任牛一兵28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
会上介绍，去年，国家网信办组织开展 13项“清朗”专项行动，
清理违法和不良信息5430余万条，处置账号680余万个，下架
App、小程序2890余款，解散关闭群组、贴吧26万个，关闭网站
7300多家，有力维护网民合法权益。

“网络空间天朗气清、生态良好是广大网民的共同期待，
也是管网治网的重要目标。”牛一兵说，近年来，国家网信办持
续开展“清朗”系列专项行动，重拳整治网络生态突出问题，压
紧压实网站平台主体责任，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关心关切。

牛一兵表示，今年将以专项行动为契机，集中力量整治
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网络生态突出问题，做到严厉打击和
引导规范并重，乱象治理与权益保护并举，更好提升网民获
得感和满意度。持续加大对网络水军、“自媒体”乱象、短
视频沉迷等问题的治理力度，着力破解乱象背后的深层次
问题，啃硬骨头、打攻坚战，力争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生态
优化。

此外，还将进一步发挥规则制定、技术升级、功能调整、产
品优化等创新手段在管网治网中的关键作用，推出全链条、体
系化治理措施，针对各类问题，一抓到底、标本兼治。

2022年“清朗”系列专项行动处置账号680余万个

新华社北京3月28日电（记者王雨萧、谢希
瑶）记者从商务部获悉，今年 1 至 2 月，我国对外
投资快速增长，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1360.4亿
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5.7%（折合199.6亿美元，同
比增长26.5%）。

商务部合作司负责人介绍，其中，流向租赁
和商务服务业47.2亿美元，同比增长22.3%；流向
批发和零售业40.9亿美元，同比增长17.2%；流向
制造业、建筑业等领域的投资也呈增长态势。我
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
资 40.4 亿美元，同比增长 27.8%，占同期总额的
20.2%。

此外，1 至 2 月，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
1266.9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1%（折合 182.3亿
美元, 同比增长 1.5%）。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102.5亿美元。

前2个月我国对外投资快速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