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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11日电 《习近平在出席
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时的讲话》单行本，
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
发行。

本书收录了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厦门出席金
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期间发表的《共同开
创金砖合作第二个“金色十年”》《深化金砖
伙伴关系 开辟更加光明未来》《深化互利合
作 促进共同发展》《在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
会晤记者会上的讲话》等4篇重要讲话。

《习近平在出席金砖国家

领导人厦门会晤时的

讲话》单行本出版

在位于鲁西南的山东省巨野县龙堌镇，一
个湿地公园成为近年兴起的旅游景点，数千只
飞鸟在这里聚居，依水而兴的生态农业园入选
国家农业标准化示范项目。春赏牡丹夏观荷，
秋天采摘冬吃瓜果——— 这幅别致的“江南水乡
图”，是山东能源集团新矿集团有限公司利用
采煤塌陷地打造而成。

在绿色开采理念的推动下，我国煤矿企业
逐步告别粉尘污染、地表塌陷等对环境的破
坏，人与自然、资源与环境的和谐发展让煤矿
不再是人人“绕着走”的“禁区”。

“井上餐巾纸，井下白手套”——— 位于微
山湖畔的枣矿集团高庄煤矿，检验卫生的标准
就是办公区和生产区的设施、设备分别用餐巾
纸和白手套擦拭，不允许留下黑印子。

如此严格的卫生要求在煤矿能实现吗？记
者在高庄煤矿看到，餐巾纸擦拭门窗、办公桌
没有留下灰尘痕迹，矿区地面见不到煤灰，空
气中也没有煤炭特
有的硫黄味。

为解决粉尘污
染，高庄矿在采煤
工作面采取注水开
采等措施，从源头
减 少 粉 尘 的 产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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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维码）

围观“绿色开采”：

原来你是这样的煤矿

中国—东盟自贸区发展“快马加鞭”
□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张茂荣

9月12日第14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商务与
投资峰会在南宁召开，世界目光再次聚焦中国
与东盟。

7年前，中国对外签署的首个自贸区——— 中
国—东盟自贸区应运而生，促进了中国与东盟
双边贸易投资合作与各自经济发展。随着中
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的顺利实施和“一带一
路”建设的稳步推进，中国—东盟自贸区迎来
发展新机遇。

中国—东盟自贸区的源起要追溯到20年
前。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坚持人民币
不贬值，与东盟国家一道共渡难关，展现了负
责任大国的担当，受到各方高度赞扬。危机之
后，双方深刻认识到，加强互利合作、推动经
济一体化是实现共同发展与繁荣的必由之路。
2002年11月，中国与东盟10国的领导人共同签
署《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提
出了建立中国—东盟自贸区的蓝图，决定在
2010年建成中国—东盟自贸区。此后，中国与
东盟于2004年签署《货物贸易协议》，于2007
年签署《服务贸易协议》，于2009年签署《投

资协议》。2010年1月，中国—东盟自贸区正式
成立。

中国—东盟自贸区是中国对外签署的第一
个自贸区，也是最大的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自
贸区。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立，对中国和东
盟都有积极意义。一方面，有利于巩固和加强
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有利于中国
与发展中国家、周边国家的团结合作，也有利
于东盟在国际事务中提高地位、发挥作用。另
一方面，有利于进一步促进中国和东盟各自经
济发展，扩大双方贸易和投资规模，促进区域
内各国之间的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促进区
域市场发展，创造更多财富，提高本地区整体
竞争能力，增进区域内各国人民福祉。此外，
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立有利于推动东盟经济
一体化，对世界经济增长也有积极作用。

中国—东盟自贸区建成7年来，中国与东盟
经贸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借助中国—东盟自贸
区框架下双方高水平的相互开放，中国与东盟
企业早已不只是单纯的贸易往来，而是彼此借
重对方优势，在自贸区范围内配置资源和技

术，实现产业深度融合。随着自贸区红利的释
放，中国与东盟已成为更加紧密的经贸合作伙
伴。

目前，中国已连续8年成为东盟第一大贸易
伙伴，东盟连续6年成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
中国与东盟双向投资额累计超过1850亿美元。
2016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达到4522亿美
元。可见，通过自贸区建设，中国与东盟国家
实现了优势互补和互利共赢，中国—东盟自贸
区成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新典范。

2015年11月，中国与东盟签署中国—东盟
自贸区升级版议定书，标志着中国—东盟自贸
区进一步向高水平迈进。中国—东盟自贸区升
级版对东盟意义重大。东盟国家当前正在积极
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对外来资金、设备、技
术有迫切需求，而中国在相关领域具有资金、
技术、管理等多方面优势。在自贸区升级版框
架下，中国—东盟相关产业将加速融合，最终
带动相关东盟国家产业升级和工业化水平提
升。

中国—东盟自贸区的有效升级，还将使中

国企业能充分利用东盟更广阔的市场、更便利
的贸易条件和更优质的投资环境，有力推动双
方经贸合作再上新台阶，为双方经济发展提供
新助力，推动实现到2020年中国与东盟贸易额
达到1万亿美元、新增双向投资1500亿美元的目
标。从更宏观的角度看，中国—东盟自贸区的
有效升级，将进一步加快本地区区域经济一体
化步伐，推动实现亚太地区更高水平的贸易投
资自由化和便利化目标。

“一带一路”建设也为中国—东盟自贸区
发展带来新机遇。东盟10国属于“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中国“一带一路”建设和自贸区战
略深度互补，将使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的成
果达到最大化。近年来，中国与东盟基础设施
建设和互联互通合作不断发展。截至今年5月
底，中国企业累计在东盟国家签订基础设施建
设工程合同额达2962 . 7亿美元。目前，还有一
大批公路、铁路、港口、航空、电力、桥梁等
项目正在实施。

今年9月召开的第16次中国—东盟经贸部长
会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深化中国—东盟基础
设施互联互通合作的联合声明》，将进一步指
导双方加强合作，充分利用中国企业在基础设
施建设方面的资金优势、技术专长和实践经
验，为区域互联互通建设提供强大助力。同
时，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与东盟“后2015”
经济发展、东盟经济共同体建设以及东盟各国
发展战略规划的对接也在不断深化，这将使中
国—东盟自贸区建设上升到一个新水平，推动
中国—东盟经贸合作再上新台阶。

9月12日第14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召开。中国—东盟自贸区是中国对外签署的第一个自贸

区，也是最大的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自贸区。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对东盟意义重大。东盟

国家当前正在积极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对外来资金、设备、技术有迫切需求，而中国在相关

领域具有资金、技术、管理等多方面优势。

■提要

“刷脸”应用爆发式增长 身份证将被取代？
多家人脸识别公司获融资青睐

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副总裁杨帆说，这几
年，人脸识别的应用场景已从线上运用逐步往线
下拓展。北京有无人超市能刷脸进出，河南有机
场能刷脸登机，厦门有酒店能刷脸入住……

来自前瞻产业研究院的数据显示，2016年我
国人脸识别行业市场规模已超过10亿元，预计到
2021年将达到51亿元左右。

资本迅速涌入。今年7月，商汤科技宣布完成
4 . 1亿美元B轮融资。上海依图科技与北京旷视科
技完成了C轮融资，金额分别为3 . 8亿元人民币与1
亿美元。

旷视科技副总裁谢忆楠等告诉记者，人脸识
别技术主要有三大应用方向。一个应用场景是1：
1认证，即证明人与证件信息是统一的，主要用于
实名制验证。

其次是1：N认证，即判断某个人是否为特定
群体中的一员，用于人员出入管理和城市安防
等。重庆市某公安分局使用商汤科技的人像比对
系统，在40个工作日内辨认出69名嫌疑人，相比
人工效率提升200倍。

第三种是活体检测，以确保是真人在操作业
务，进而做账户许可授权。云从科技的人脸技术
已经运用于全国50多家银行。中信银行的ATM和
移动客户端可以远程身份认证，海通证券可以远
程开户，滴滴平台则可以查验驾驶者是否为注册
司机。

识别大幅度整容、双胞胎仍有困难

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科学家们涉足人脸识
别的研究，不过准确率一直不高。过去数年，科
学家将深度学习算法运用于人脸识别。2014年，
香港中文大学汤晓鸥研究团队开发的算法使机器
识别准确率超过了人类。

据360公司副总裁、人工智能研究院院长颜水
成介绍，人脸识别包含以下环节：相机或专业设
备采集到图片，人脸检测技术定位人脸，从中再
定位诸如眼角、鼻尖、嘴角、脸部轮廓线等特征
点，进行包括光线补偿或者遮挡物剔除等校正。
再用深度学习算法进行身份特征提取，跟数据库
中的人脸特征做比对，以识别人脸身份。

在人脸识别技术的研发方面，中国与国际发
达水平基本同步。西安交通大学电信学院特聘教
授龚怡宏表示，人脸识别领域国际上有几个公认
的测试集，测试结果名列前茅的团队名称会记录
上网，中国科研人员占据半壁江山，不少准确度
都超过99%。

尽管如此，龚怡宏表示，在测试集中得到的
成绩，运用于现实中仍会大打折扣，不同光线、
姿态、分辨率等条件都可能给机器识别带来困
难。颜水成表示，双胞胎、整容前后等特殊情况
下机器能否识别，要看具体情况。比如整容幅度
过大，无法识别是有可能的。脸部信息也会随着
年龄增长而改变。如果到机器无法识别的程度，
使用者只需去系统更新脸部照片即可解决。

未来身份查验趋势是“人证合一”

相较指纹识别、虹膜识别等生物特征识别方
式，人脸识别最大的优点在于“非接触性”，可
以大大提升系统响应速度，同时避免指纹机器接
触产生的卫生隐患。此外，“非配合、非侵入”
式特征，意味着可以在不需要使用者配合的情况
下采集到数据，有利于安防领域。

“人脸识别会成为主要的身份识别手段，两
三年内就可以大规模运用。”不过，龚怡宏也认
为，未来身份查验的一个主流趋势是人证合一，
即刷脸加证件，身份证还是会继续存在。

谢忆楠表示，对于政府机关和银行机构而
言，有很多建立在“亲见”和“本人到场”原则
上的业务，也可能被远程办理所取代。比如身份
证办理、银行开户、社保和公证业务等，如果可
以在手机端验证身份，意味着老百姓就不用跑去
现场办理了。

人脸识别技术也面临安全漏洞。目前通过一
些特殊手段，比如用别人的照片等方式，都可能
成功“骗”过人脸识别系统。很多公司加大了
“活体检测”上的技术投入。

人脸被采集也使隐私泄露风险剧增。谢忆楠
表示，解决的方法是在采集到照片时进行“脱
敏”处理，只提取照片特征，不保存照片本身。
这不仅需要自律，更需政府引导建立行业统一标
准，共同筑起保护用户隐私的行业堤坝。

（据新华社北京9月11日电）

■“看脸”的时代真的来了！

不过，拼的不是颜值而是识别准确

度。进入9月，刷脸新闻频频进入

公众视野：北京师范大学全部宿舍

楼安装了人脸识别门禁系统；杭州

一家肯德基餐厅可以刷脸支付了，

整个过程不超过10秒……

人脸识别技术应用“爆发”，

是否意味着证件、指纹识别等传统

身份识别方式将被取代？

有网友着急地问：胖了、瘦了

怎么办？整容了怎么办？老了以后

怎么办？有人假扮自己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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