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公報訊】據新華社報道：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21日
在聯合國成立75周年紀念峰會上發表重要講話。習近平就後
疫情時代聯合國應如何發揮作用提出四點倡議：主持公道、
厲行法治、促進合作、聚焦行動。習近平表示，靠冷戰思維
，以意識形態劃線，搞零和遊戲，既解決不了本國問題，更
應對不了人類面臨的共同挑戰。我們要做的是，以對話代替
衝突，以協商代替脅迫，以共贏代替零和，把本國利益同各
國共同利益結合起來，努力擴大各國共同利益匯合點，建設
和諧合作的國際大家庭。習近平重申，中國將始終做多邊主
義的踐行者，堅定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積極參
與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和建設，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華為年斥23億投資研究 只增不減
華為近年加強與內

地大學合作，資助中
國要素的創造發展，
推動基礎研究與實驗

，以實現自己掌握一部分核心要
素的局面。華為董事、戰略研
究院院長徐文偉表示，未來網

絡系統優化創新實驗室是華為
技術有限公司聯合香港中文大學

（深圳）和深圳市大數據研究院共
同建立的聯合創新實驗室，隸屬華為

服務與軟件研發管理部。通過深化產教
融合促進技術創新、推動經濟高質量

發展。
實驗室通過吸引、連接全世界優秀

科學家與工程師，挑戰網絡系統優化基礎
理論技術的學術無人區，讓數學能力和華
為優秀的工程能力相結合產生化學反應，
共同推進數學、人工智能技術在未來網絡
系統級創新中的應用，解決多年來困擾通
信業界和科學界的難題。

徐文偉月初曾表示，華為公司每年
至少投資3億美元（約23.4億港元）與大
學進行研究合作，這個金額只會增加不會
減少。據了解，自今年5月起，華為已同
十餘所內地院校簽約合作。 記者 石華

港中大聯手華為建5G實驗室
【大公報訊】記者石華深圳報道：目前

移動網絡的基礎性能存在根本短板，導致網
絡並沒有充分發揮能力。21日，香港中文大
學（深圳）、深圳市大數據研究院、華為技
術有限公司共同建立的未來網絡系統優化創
新實驗室在港中大（深圳）揭牌，旨在用數
學從根本上解決網絡結構的問題，讓5G加
速賦能各行各業。

本次成立的實驗室將通過引入數學化、
智能化的方法，在關鍵模型和技術上突破，
助力5G整體網絡性能、用戶網絡體驗全面
領先。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副校長、深圳
市大數據研究院院長羅智泉表示，中國在
5G技術已經取得全球領先的水平，但5G設
備在實際應用上並沒有得到完全發揮。 「設
備都是採用基準參數進行調試，沒有跟當地
的通信環境和用戶需求匹配，不能達到設計
的最優狀態。」

突破網絡短板 探學術無人區
羅智泉表示，目前移動網絡的基礎性能

存在根本短板，網絡優化耗時費力只是打補
丁，導致網絡並沒有充分發揮能力。 「目前
網絡優化需要幾萬工程師，24小時路測，花
一兩星期分析，只能維護一個小網絡。整網
體驗系統性優化還依賴服務專家的工程經驗
，相關研究屬於學術無人區。」

本次成立的實驗室將通過引入數學化、
智能化的方法，在關鍵模型和技術上突破，
助力5G整體網絡性能、用戶網絡體驗全面
領先。此前羅智泉團隊已跟華為開展過合作
，通過設立實驗室雙方將開展長期穩定的合
作，也有利於學術成果最快進行轉化。

羅智泉表示，一般情況下，學術成果
需要兩年才能落地到應用中。通過本次成
立的未來網絡系統優化創新實驗室，一線
工程師提出的問題，實驗室馬上建立數學模

型進行解決，直接反饋到
一線，轉化時間可以縮短
到一周。

投資3千萬 挑戰世界級課題
華為公司董事、戰略研究院院長徐文偉

認為，未來網絡系統優化創新實驗室不僅關
注人與人之間的通信體驗，也會關注人與機
器、機器與機器的通信性能和體驗，在網絡
的穩定性、安全性、可靠性，及其網絡的體
驗方面做出貢獻，這也是世界級的難題，需
要大量的數學家、人工智能科學家以及華為
和運營商的專家共同努力。

據了解，華為投入約1000萬元人民幣
的設備和約1800萬元人民幣的研發經費用
於該實驗室。徐文偉指出， 「希望通過未來
網絡系統優化創新實驗室探索未來，讓5G
加速賦能各行各業，創新實驗室在世界範圍
內也將是非常領先的，一定要做出世界級的
成果。」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信息學部副主任張
兆田表示，當下及未來的競爭中，誰掌握、
實現信息化並使之為經濟賦能，誰就將在
競爭中取得優勢。 「未來網絡系統優化創
新實驗室的建立，通過無
線網絡感知與優化技
術領域聯合創
新，將為
產教融合
重大平台
建設激發創
新動力。」

目前移動網絡設
備都是採用基準參
數進行調試，沒有跟
當地的通信環境和用戶

需求匹配，不能達到設
計的最優狀態，導
致網絡並沒有充
分發揮能力。

網絡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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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5G技術的高
頻應用在何領域、會

有什麼樣的新應用還是
未知數。市場現在關注智
慧城市、智慧醫療等場景

，但這些行業與5G
結合的完整方案還
未成形。

方案構思

5G頻寬標準不
統一，各國甚至
是電信商間使用頻
段差異可能很大，
5G手機需要在通訊
模組中塞入比以往

更多的天線零件，
對廠商的工藝及成本是

一大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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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維護聯國為核心國際體系

習近平指出，75年前，世界人
民經過浴血奮戰，贏得世界反法西
斯戰爭偉大勝利。這是正義的勝利
、人民的勝利。在上個世紀前半葉
人類兩度身歷慘不堪言的戰禍之後
，聯合國應運而生，走過了75年不
平凡歷程。世界和平與發展掀開新
篇章。

聯合國的75年，是人類社會迅
速發展的75年。我們經歷了深刻廣
泛的科技發展和工業革命，正在迎
來新一輪更大範圍、更深層次的科
技革命和產業變革，世界社會生產
力得到極大解放和發展，人類戰勝
困難和改造世界的能力空前提高。

堅持共商共建共享
聯合國的75年，是國際形勢深

刻變化的75年。廣大發展中國家
贏得民族解放和國家獨立，10多
億人口擺脫貧困，幾十億人口邁上
現代化征程，極大增強了世界和平
與發展的力量，深刻改變了世界格
局。

聯合國的75年，是多邊主義
快速發展的75年。世界問題多得
很、大得很，全球性挑戰日益上升
，應該也只能通過對話合作解決。
國際上的事大家商量着辦，同舟共
濟已經成為國際社會廣泛共識。風
雨過後是彩虹。經歷一次又一次考
驗，聯合國仍然充滿生機，寄託着
70多億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聯
合國憲章仍然是世界和平與發展的

重要保障。
習近平強調，當今世界正經歷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突如其來的新
冠肺炎疫情對全世界是一次嚴峻考
驗。人類已經進入互聯互通的新時
代，各國利益休戚相關、命運緊密
相連。全球性威脅和挑戰需要強有
力的全球性應對。面對新形勢新挑
戰，我們必須嚴肅思考：世界需要
一個什麼樣的聯合國？在後疫情時
代，聯合國應該如何發揮作用？

單邊主義沒有出路
習近平就此提出4點建議。一是

主持公道。大小國家相互尊重、一
律平等是時代進步的要求，也是聯
合國憲章首要原則。任何國家都沒
有包攬國際事務、主宰他國命運、
壟斷發展優勢的權力，更不能在世
界上我行我素，搞霸權、霸凌、霸
道。單邊主義沒有出路，要堅持共
商共建共享，由各國共同維護普遍
安全，共同分享發展成果，共同掌
握世界命運。要切實提高發展中國
家在聯合國的代表性和發言權，使
聯合國更加平衡地反映大多數國家
利益和意願。

二是厲行法治。聯合國憲章宗
旨和原則是處理國際關係的根本遵
循，也是國際秩序穩定的重要基石
，必須毫不動搖加以維護。各國關
係和利益只能以制度和規則加以協
調，不能誰的拳頭大就聽誰的。大
國更應該帶頭做國際法治的倡導者

和維護者，遵信守諾，不搞例外主
義，不搞雙重標準，也不能歪曲國
際法，以法治之名侵害他國正當權
益、破壞國際和平穩定。

建和諧國際大家庭
三是促進合作。促進國際合作

是聯合國成立的初衷，也是聯合國
憲章重要宗旨。靠冷戰思維，以意
識形態劃線，搞零和遊戲，既解決
不了本國問題，更應對不了人類面
臨的共同挑戰。我們要做的是，以
對話代替衝突，以協商代替脅迫，
以共贏代替零和，把本國利益同各
國共同利益結合起來，努力擴大各
國共同利益匯合點，建設和諧合作
的國際大家庭。

四是聚焦行動。踐行多邊主義
，不能坐而論道，而要起而行之，
不能只開藥方，不見療效。聯合國
要以解決問題為出發點，以可視成
果為導向，平衡推進安全、發展、

人權，特別是要以落實《2030年可
持續發展議程》為契機，把應對公
共衞生等非傳統安全挑戰作為聯合
國工作優先方向，把發展問題置於
全球宏觀框架突出位置，更加重視
促進和保護生存權和發展權。

習近平強調，中國是第一個在
聯合國憲章上簽字的國家，是聯合
國創始會員國，也是安理會常任理
事國中唯一一個發展中國家。

習近平指出，我們將始終做多
邊主義的踐行者，積極參與全球治
理體系改革和建設，堅定維護以聯
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堅定維護
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堅定
維護聯合國在國際事務中的核心作
用。

習近平最後強調，世界正站在
一個新的歷史起點上。讓我們重申
對多邊主義的堅定承諾，推動構建
人類命運共同體，在聯合國旗幟下
實現更大團結和進步！

聯國75周年峰會提四倡議 踐行多邊主義

5G時代商業應用三大難題

習近平論全球治理
對話解決問題

世界問題多得很、大得很，全球性挑戰日
益上升，應該也只能通過對話合作解決。

聯國保障和平
風雨過後是彩虹。經歷一次又一次考驗，

聯合國仍然充滿生機，寄託着70多億人民對美
好生活的嚮往，聯合國憲章仍然是世界和平與
發展的重要保障。

分享發展成果
單邊主義沒有出路，要堅持共商共建共享

，由各國共同維護普遍安全，共同分享發展成
果，共同掌握世界命運。

共贏代替零和
我們要做的是，以對話代替衝突，以協商

代替脅迫，以共贏代替零和，把本國利益同各
國共同利益結合起來，努力擴大各國共同利益
匯合點，建設和諧合作的國際大家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