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海一号”大气田二期项目全面投产
这是2025年4月从“深海一号”能源站高点俯瞰平台。
6月25日，中国海油宣布，公司在南海水域的“深海一号”

大气田二期项目全面投产，标志着我国最大海上气田建成。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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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首个

我国将牵头制定
抗量子网络安全协议国际标准体系

新华社北京6月25日电 记者日前从WAPI产业联盟获悉，近
日在英国伦敦召开的ISO/IEC JTC 1/SC 6（系统间远程通信和信
息交换）会议上，中国专家团队牵头开展的“抗量子攻击的通信网络
安全协议设计指南”预备工作项目进展获与会各方一致认可，将进
一步牵头制定数据通信领域全球首个抗量子网络安全协议国际标
准体系。

根据工作规划，中国专家团队后续将启动《抗量子网络通信协
议标准化差距分析与通用需求》《抗量子网络通信安全协议设计准
则》《混合机制在抗量子网络安全协议设计中的应用框架》等系列国
际标准文件的编制工作。

随着量子计算技术的快速发展，基于传统公钥加密体系的通信
网络安全协议面临被量子计算机破解的风险。尽管商用量子计算机
尚未正式问世，但部分攻击者已开始系统性收集关键信息基础设施
中的网络数据，企图待量子计算机成熟后实施破解，这一动向凸显了
加速密码算法向抗量子升级与量子安全协议体系构建的紧迫性。

为应对这一全球性挑战，中国专家于2024年就如何设计抗量
子攻击的通信网络安全协议提交提案，并牵头推进制定协议设计指
南，以构建抵御量子计算攻击的安全协议体系，推动全球数据通信
系统实现从传统密码算法向后量子密码算法的平稳过渡。

“中国专家在此次会议上提出的通用需求、设计准则和应用框
架，旨在形成从需求分析到部署实施的完整标准链条，为全球通信
网络的后量子密码迁移提供系统性指引。”WAPI产业联盟秘书长
张璐璐表示。

据了解，西电捷通公司、无线网络安全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是预备工作项目的牵头单位和主要技术贡献者，WAPI产业联盟参
与了研究报告的编制。

西电捷通公司总经理曹军表示，企业研发团队多年前已启动面
向量子时代的网络安全协议研究，此次提出国际标准体系计划，是
推动后量子时代通信安全演进的关键一步，也是中国科技创新力量
为构建共享共治的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作出的新贡献。

神舟二十号航天员乘组
将于近日择机实施第二次出舱活动

新华社北京6月25日电 记者25日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
室获悉，神舟二十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择机实施第二次出舱活动。

自5月22日圆满完成第一次出舱活动以来，神舟二十号航天员
乘组先后完成了站内环境监测与设备检查维护、物资清点整理与转
移等工作，承担的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和空间新
技术等领域实（试）验任务稳步推进。

目前，空间站组合体运行稳定，神舟二十号航天员乘组在轨工
作已满两个月，身心状态良好，已做好出舱活动各项准备工作。

新技术引领新增长

24日上午，论坛发布2025年
度十大新兴技术，反映了信任与安
全、可持续产业、人类健康和能
源-材料融合等四个领域的新兴
趋势。

“即便在全球创新环境日益
复杂的背景下，科技突破仍然在
快速推进。”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
事蒋睿杰表示，“通过本次研究成
果，全球领导者能够清晰了解哪
些技术即将投入应用，将如何解
决世界范围内的紧迫问题，以及
需要创造哪些条件，才能以负责
任的方式实现这些技术的规模化

发展。”
2007年起，夏季达沃斯论坛在

大连、天津轮流举办。从重振增长
到推动创新，从第四次工业革命到
企业家精神，18年来，夏季达沃斯
论坛触摸世界经济脉动，一次次见
证新技术革命的最新成果。

“我们认为企业家、创新和技
术将是未来增长的核心。”布伦
德说。

仿生灵巧手、虚拟人智能交
互、全息成像……在论坛现场，以
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
等为代表的新兴技术吸引了众多

与会者的目光。
无需屏幕就能在空气中立体

成像，空中成像内容实时同步在大
屏幕上，体验者通过手势即可实现
交互操作。天津瀚海星云数字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高振元带
着企业打造的全息成像智能空显
大屏交互系统亮相。

“新发布的十大新兴技术中，
‘协同感知’技术榜上有名。这些
前沿领域和热点话题让我们产生
新的思考，也为我们未来的发展指
明了方向。”高振元说。

新华社天津6月25日电

—— 2025夏季达沃斯论坛热点扫描

新能源转型
新产业升级
新技术革命

聚焦科技前沿动态，为全球发展贡献智慧……6月24日至26日，世界经济论坛第十六届新领军者年会（“夏季达沃斯论坛”）在天津举行，来自9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700名嘉宾齐聚一堂。论坛上，关于新能源转型、新产业升级、新技术革命的讨论尤为热烈。

新能源加速转型

国家会展中心（天津）夏季达沃斯论坛会场灯
光明亮。与论坛主要议题方向之一“新能源与材
料”相呼应，本届论坛实现全绿电供应。

论坛现场，围绕“能源转型现状如何？”“新能
源+治沙”“产业集群推动能源转型升级”“前瞻扫
描：中国在全球能源转型中的角色”等议题，与会嘉
宾深入交流、碰撞观点。

“十年前光伏转换效率只有15%左右，如今是
25%的水平，相信再过十年有望达到35%。”在“能
源转型现状如何？”分论坛上，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创始人李振国说。

世界经济论坛近日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在连
续多年进步缓慢以后，全球能源系统在安全性、公
平性和环境可持续性等维度上加速转型。

国际可再生能源署数据显示，近年来全球风电
和光伏发电项目平均度电成本大幅下降，很大程度
上归功于中国贡献。

世界经济论坛总裁博尔格·布伦德高度评价中
国在绿色发展方面取得的显著成就。“今年，我们预计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量将同比增长40%以上。”布伦德
说，毋庸置疑，中国的能源转型走在了世界前列。

“各国能源系统正以不同的速度演化。”世界经
济论坛能源与材料中心总负责人博明远认为，快速
发展的新兴经济体亟需加大投资力度，才能维持能
源转型的势头。

前不久，国际能源署发布的2025年版《世界能
源投资报告》提出，过去两年，全球能源领域风险投
资持续萎缩。全球能源创新企业正在努力适应融
资成本上升和政策不确定性挑战。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经济技术研究院新型电
力系统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天宇表示，通过新能源发
电高精度预测、电力供需灵活平衡以及用户定制化
需求响应等，探索解决现有问题。

新产业“向智”升级

人工智能无疑是本届论坛最受
关注的热词之一。梳理论坛议程，

“AI+时代”“生成式AI加速临床研
发”等人工智能相关议题不胜枚举，
彰显了全球产业升级的新动向。

“全球变局正在重塑行业和价
值链。”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米
雷克·杜塞克说。

施耐德电气深耕中国38年，中
国是其全球第二大市场，也是重要
的供应链和研发基地。施耐德电
气执行副总裁、中国及东亚区总裁
尹正表示，通过数字化技术和精益
管理，施耐德电气中国区供应链生
产效率逐年提升，相比2019年能耗

降低15.9%。“加速构建创新驱动的
数字生产力和绿色生产力，为众多
企业带来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尹正说。

在今年达沃斯论坛上，帕西尼
感知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展出了
首款“多维触觉+AI视觉”双模态
仿生灵巧手DexH13。

“这款灵巧手搭载了1140个
多维触觉传感单元以及800万像素
高清手眼相机，可执行易碎品抓
取、精密装配等高难度复杂操作。”
帕西尼感知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CEO许晋诚说，多维度触觉感知让
机器人更好地与物理世界产生交

互，基于人工智能大模型，机械手
还能实现自主学习，完成更多类型
的交互协作。

科大讯飞带来的虚拟人智能
交互机也吸引众多嘉宾驻足体
验。科大讯飞天津公司市场经理
王丹宁介绍，结合AI虚拟人技术，
智能交互机能够实现语音识别、语
义理解和语音合成，让用户和虚拟
人物形象“面对面”交流。

“以人工智能推动数字化、绿
色化协同转型，这是实现可持续发
展的重要途径。”2025天津夏季达
沃斯论坛筹备办中方议题研究牵
头人龚克说。

6月25日在国家会展中心（天津）外拍摄的2025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主题花坛。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