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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报道
新华社北京 1 月 22 日电(记者杨

定都、朱东阳、刘晨)一年一度的世界
经济论坛达沃斯年会召开之际，论坛
发布《2018 年全球风险报告》，对民族
主义和民粹主义政治抬头所导致的贸
易保护主义兴起表示担忧。

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在本届年会
兜售“美国优先”政策。而过去一年，美
国一再“退群”，伤及多个国际多边经
济、安全机制，多边主义遭遇逆风。同
时，欧洲多国狭隘民族主义抬头，孤立
主义、保护主义思潮涌动，也给多边主
义发展带来挑战。

尽管如此，国际权威人士依然坚
定认为，多边主义是世界发展的必然选
择，在 2018年必将继续迎着逆风前行。

逆风何来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罗伯特·
基欧汉认为，美国政策调整给多个国
际机制造成压力，是 2017 年全球治理
领域最大的特点。多边主义遭遇挑战，
最直接的表现就是美国接连退出跨太
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气候变化《巴黎协
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还威胁退出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伊朗核协议。

对多边主义的质疑，其实源于美
国等发达国家内部政治环境的变化。
一些欧美国家出现民粹主义运动，一
些中产阶级和草根民众认为全球化损
害了他们的切身利益，因此反对以国
际共识为基础、反映各方利益的多边
主义，强调本国利益至上。

西方民粹主义运动兴起，难道是
多边主义的错？答案是否定的。

事实上，从联合国到欧盟，从世界
贸易组织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
银行，这些多边机制对保障世界和平、
促进各国发展的作用有目共睹。在它
们共同构筑的国际秩序中，大部分国
家稳定发展，民众生活日益改善，尤其
在发展中国家，数以亿计民众得以脱
离贫困、战争和苦难。

而反多边主义政治的抬头，究其
原因是这些国家内部政策严重失衡，试图通过
“栽赃”多边机制为自己找替罪羊。

基欧汉为《外交》杂志撰文指出，西方精英
从全球化和多边主义中获益，却忽视了反哺普
通民众，不注重对不适应全球竞争、甚至失去工
作的民众提供保障，导致西方社会贫富差距扩
大，激起中产和工人阶层的反对。

新的活力

多边主义虽然近年来遭遇逆风，但在全球
经济和政治力量对比的重要调整中，正在获得
新的发展动力。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西方

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受挫，特别是美国增长
放缓，其相对优势进一步缩小，领导世界
的信心与能力遭到削弱。美国开始更多地
考虑成本和收益，转向以美国利益为先。

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沃
尔夫认为，“他们(美国高官)喜欢双边主
义胜过多边主义；比起基于制度的合作，
他们更喜欢单方面行使美国权力。”

另一方面，以中国、印度、巴西、俄罗
斯和南非等“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市
场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综合国力
增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显著提升，
在全球主要多边机制中发挥更大作用，
给多边主义带来新的活力。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陈
岳认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确立的
国际秩序，没有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和
新兴大国的要求。经过战后 70 年的发
展，其不合理与不完善之处逐渐凸显，对
其进行相应调整与改革势在必行。

继续前行

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狭隘民族
主义、保护主义是死胡同；多边主义是维
护和平、促进发展的有效路径。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上世纪 20 年
代末至 30 年代初，美国遭遇大萧条。其
间，美国政府出台“斯姆特-霍利法案”，
提高原材料进口关税，导致美国出口急
剧下降，成为美国难以走出大萧条的原
因之一。沃尔夫指出，大萧条已经让狭隘
的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名誉扫地。

当今世界，人工智能、移动物联网等
新技术正在催动产业转型，世界经济深
度调整，技能焦虑日益普遍。值此当口，
世界各国都应从 1929 年爆发的大萧条
中吸取教训。

维护和发展多边主义，是应对当今
全球挑战、解决当前世界难题的必然选
择，也是历史发展的潮流。

顺应世界大势，中国坚定不移地支
持和维护多边主义。随着中国持续发展，
中国支持多边主义的力度也越来越大。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中国已成为

多边主义的重要支柱，而我们践行多边主义的
目的，就是要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

实际上，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已成
为世界各国共商共建共享的重要多边合作平
台；中国参与发起的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银
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新型的多边机制，
完善和补充了现有国际制度和秩序，为多边主
义合作注入更多更新活力。

“在分化的世界中打造共同命运”，本届达
沃斯论坛年会主题不仅指出了挑战和问题，也
道出了远景与期待。人们相信，国际社会能够集
众智，聚众力，让多边主义获得源源不断的前进
动力，推动世界共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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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子计算，一场接近“突破点”的竞逐

据新华社北京 1 月 22 日电(记者杨骏、黄堃)
5 量子比特、10 量子比特、50 量子比特，一场你追
我赶、争相领先的激烈竞逐近年来正在量子计算
领域上演。

传统计算机要 100 年才能破解的难题，量子
计算机可能仅需 1 秒，如此“洪荒之力”、酷炫前景
各国岂能袖手旁观？去年底，美国 IBM 公司宣布
推出全球首款 50 量子比特的量子计算原型机，量
子计算领域的竞争进入关键阶段。

聪者听于无声，明者见于未形

当魔幻般的理论在现实中推动进步，各国的
科研实力体现无疑。

在 IBM 公司宣布成果的半年前，中国科学家
已发布世界首台超越早期传统计算机的光量子计
算机，实现 10 个超导量子比特纠缠，在操纵质量
上也是全球领先。

从个位数到几十量子比特的进展，各国你追
我赶，这到底是为什么？

从 1970 年到 2005 年，正如摩尔定律预测
的一样，每 18 个月集成电路上可容纳的元器件
数目约增加一倍，计算机的性能也相应提升近
一倍。但 2005 年后这种趋势就开始放缓，极其
微小的集成电路面临散热等问题考验。如果按
这个趋势继续发展，当集成电路的尺寸接近原
子级别的时候，电子的运动也不再遵守经典物
理学规律，这个时候量子力学将起到主导作用。

传统计算机的基本数据单位是比特，而量
子计算机以量子比特衡量。有观点认为，如果量
子计算机能有效操纵 50 个左右量子比特，能力
即超过传统计算机，实现了相对传统计算机的
“霸权”。这种“量子霸权”正是各科研机构竞相
追逐的目标。

近来，科技巨头纷纷宣布重要进展。除
IBM 的 50 量子比特计算机原型，英特尔也在 1
月份宣布研制 49 量子比特的测试芯片。但这些
企业没有发布详细性能报告，用词离不了“原
型”和“测试”，更没有宣称已经实现“量子霸权”。

这是因为量子比特光有“数量”不够，还得

有“质量”，即通过纠缠等方式操纵量子比特互相
关联，才能有效利用它们进行量子计算。中国科
学技术大学潘建伟团队去年 5 月实现的 10 个超
导量子比特纠缠，就是有“质量”的量子比特，但离
“量子霸权”还有相当距离。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人类已进入一个能看到量子计算机将要“出
生”的时间段。中国科学院院士、量子计算专家、图
灵奖获得者姚期智说，这是“最后一公里”，但也是
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

业内专家指出，量子计算需要克服环境噪
声、比特错误和实现可容错的普适量子纠错等一
系列难题，真正量子计算机研发挑战巨大。

那么量子计算到底魅力何在，让全球都不愿
错失良机？起源于 1900 年普朗克所提理论的量子
力学，描述了看似魔法的物理现象。在微观尺度
上，一个量子比特可以同时处于多个状态，而不像
传统计算机中的比特只能处于 0 和 1 中的一种状
态。这样的一些特性，让量子计算机的计算能力
能远超传统计算机。美国谷歌公司等机构在 2015
年宣布，它们的“D 波”(D-Wave)量子模拟机对某
些问题的求解速度已达到传统计算机的 1 亿倍。
虽然它并不被认为是真正的量子计算机，但量子
计算的巨大潜力已经显露。

为加速进入量子计算机阵营，各国政府纷纷
加大投入。欧盟在 2016 年宣布投入 10 亿欧元支
持量子计算研究，美国仅政府的投资即达每年
3 . 5 亿美元。中国也在大力投入，目前正在筹建量
子信息国家实验室，一期总投资约 70 亿元。

如果“量子霸权”实现，人类计算能力将
迎来飞跃，接下来就会是在多个领域的推广。
一些行业巨头已经盯上了量子计算未来应用：
阿里巴巴建立了量子计算实验室；中科院与阿
里云合作发布量子计算云平台； IBM 也在去年
宣布计划建立业界首个商用通用量子计算平台
IBM Q ，还与摩根大通等公司合作计划在 2021
年前推出首个在金融领域的量子计算应用。更
不用说在军事、安全等敏感领域，量子计算一
旦成熟，就可以攻破需要大量计算的传统难
题，比如密码破解等。

“我相信量子技术在 21世纪的重要性可与上
个世纪的曼哈顿计划相比。”著名量子科学家潘建
伟院士说。也就是说，量子技术可能像曼哈顿计
划造出原子弹那样改变世界格局。

潘建伟等中国科研人员正在不断取得成果，
在光与冷原子系统、超导系统等多种量子计算技
术路线上同时发展，希望在未来 10 年，实现上百
量子比特的纠缠。他说中国的量子计算就如“春
笋”，“我们的爆发式增长也已到了‘相变点’”。

■“量子技术在 21 世纪的重要性可与上个世纪的曼哈顿计划相比。”当年正是曼
哈顿计划造出原子弹，改变了世界格局。■人类目前已距实现“量子霸权”只有
“最后一公里”，但这将是非常艰难的“一公里”。因为量子计算需要克服环境

噪声、比特错误和实现可容错的普适量子纠错等一系列难题。■中国科研人员正在光与
冷原子系统、超导系统等多种量子计算技术路线上同时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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