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QIANJIANG EVENING NEWSQIANJIANG EVENING NEWS

2023.11.10 星期五

责任编辑：何晟/版式设计：张杰成/责任检校：姚清 前线传声前线传声前线传声十
乌镇
峰会
乌镇
峰会

年年

22

巴基斯坦“读懂中国”论坛理事长扎法尔，

是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的“元老

级”嘉宾了。

他告诉钱报记者，首届峰会开幕

时，他就曾到访过乌镇。“当初谁能想

到，这十年互联网会发展这么快？但

是在乌镇，中国已经开始举办聚焦互联

网发展的国际会议，这是非常具有前瞻性

的决定。”

扎法尔之前在上海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担任过巴基斯

坦驻上海领事馆的总领事。他分享了自己对于互联网发展的

最直观感受——电子支付的便捷性。扎法尔直言，他在中国

已经很久没带钱包了，一部手机可以搞定日常付款、买机票、

订酒店等各种事宜，非常便利。

“未来十年，互联网加持下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真的很难

预测。”扎法尔笑着说，我们应当保持对未来的憧憬，世界各国

人民都能共享互联网发展的红利。

本届乌镇峰会的主题为“建设包容、普惠、有韧性的数字

世界——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对此，扎法尔认为，

为构建更加普惠繁荣、和平安全、平等包容的网络空间，如何

做好互联网安全管理是每个国家需要思考的关键问题，“比

如，网上盛行的一些欺诈行为，不仅损害了个人财产、人身安

全，还威胁到国家和地区的长治久安。如果我们不重视网络

管理，那么后果将不堪设想。”

本报记者 俞倩玮

巴基斯坦“读懂中国”论坛理事长扎法尔：

在中国
我已经很久没带钱包了

被誉为“韩国互联网之父”的全吉男，也特

别关注海外互联网的发展，他与中国互

联网领域的合作已有20多年。

对于其更为关注的人工智能领

域，全吉男在接受钱报记者专访时

表示，治理至关重要。“在 20 世纪 60

年代互联网开始发展的时候，网络安

全是一个相对被忽视的议题，但我们没有

撤退可言。如今对网络安全的渴望是全球共识，

尤其是人工智能的发展让网络的滥用更为容易。”全吉男举

例道，如果一个人每分钟可以产生一个“病毒”，人工智能每

秒可以产生一百万个，他希望各国携手应对这个问题，虽然

这绝非易事。

在六年前的采访中，全吉男曾表示，不需要担心人工智能

威胁就业。被问及在人工智能飞速发展的现今，他是否改变

想法时，全吉男则表示：“人工智能会取代一部分人类就业，但

也会创造工作机会。”他也担忧，相对于年轻人，在某个领域工

作了数十年的人，并没有时间成本去迅速适应与人工智能共

存的时代。

“幸运的是中国引领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全吉男把中国

在全球人工智能科技发展方面的角色定义为“南北的连接

者”，“当中国在谦虚地想要从其它国家学习，亚非的一众国家

事实上想学习中国。”

本报记者 许智田 钟心仪

“韩国互联网之父”全吉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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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身深色西装，系着蓝色领带，说话时语速轻快，思路敏捷——这是知乎创始人、

CEO周源给人的第一印象。

11月8日，周源参加完2023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开幕式后，马不停蹄出现在

潮新闻·钱江晚报的“峰会潮客厅”。重回乌镇、知识变现、大模型开发⋯⋯接受潮新闻·钱

江晚报记者专访的过程中，记者和他畅聊了互联网这十年。

潮新闻·钱江晚报记者专访知乎CEO周源：

成功总是乐于奖赏长期主义者
本报记者 曾杨希 马佳妮 戴利强

再来乌镇江南水乡，周源说自己最大

感受是“亲切又温暖”。亲切是因为熟悉

的风景，小桥流水、桨声欸乃；温暖则是因

为乌镇峰会的长期主义。

自2015年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网络

空间命运共同体”重大命题以来，连续多

年，这句话成为峰会主题中的关键句。今

年，峰会主题为“建设包容、普惠、有韧性

的数字世界——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

共同体”。这让周源深有感触，“‘构建网

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是一个长期主题，具

有前瞻性和影响力，为行业、为技术指明

了前进的方向。”

站在乌镇峰会十年的节点看待互联

网的发展，周源也有了新的思考。

早在2015年，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

乌镇峰会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首次正式

提出“数字中国”概念之后，一系列重大部

署，擘画了“数字中国”建设的宏伟蓝图。

与之对应的是，乌镇峰会十年，也是

中国互联网行业飞速发展的十年，创造了

大量的机遇，涌现了大量的人才，也催生

了大量的互联网科技公司。他们创造出

新产品、新模式，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促进

了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在周源眼中，这是

“数字中国”建设的生动体现。

作为从业者，周源还感受到，“十年前

的互联网创业，做一个网站或者 app，有

流量就可以。但当下，面对新技术，所有

的从业者都需要更深入地思考，做出的互

联网产品到底如何才能推动社会的进

步和发展。”周源说，如何让互联网红利

能惠及更多人，这也是知乎在不断思考的

问题。

重回乌镇，既温暖又亲切

2010年，经历了第一次创业失败的周

源创办知乎。公开资料显示，截至 2015

年，知乎的用户数量已经达到了2000万。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知乎被外界视为

一家“慢公司”。因为它把大多数精力，都

放在了内容沉淀和社区文化打造上，并不

急着商业变现。

但知乎的商业变现之路，却一直备受

关注。2016 年以来，知乎也不断尝试，曾

短暂上线过新功能“值乎”，涉足过短视频

等，都剑指内容付费。周源承认：“道路不

一定完全平坦，但知乎一直勇于探索。”

成功总是乐于奖赏那些坚持长期主义

的人，当下，知乎商业化的前景日渐明朗。

周源介绍，知乎已经探索并验证成功了三

条道路，包括企业品牌营销、付费精品阅

读，以及教育付费。“其中，知乎的付费精品

阅读已经走上了正轨，会员收入成为知乎

的第一大收入来源。”周源说。根据公开数

据，知乎2023年第二季度的平均月订阅会

员达到1400万人，同比增长65.3%。

此次乌镇之行，周源把目光更多地聚

焦于人工智能大模型开发。

就在几天前，知乎宣布“知海图AI”大

模型即将向社会公众开放服务，周源也对

知识平台的未来充满更多期待。“知识的传

播和交互从黑板、书本到网络，不断变化。

未来，获取知识的形态一定还会发生更大

的改变，也许超越人们的想象，我们也将为

此努力。”

未来获取知识的形态也许超越想象

周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