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中对话会：专家学者谈人工智能的发展 

及其在金融业的运用 

一带一路倡议通过数字化合作推动了全球经济增长和贸易合作。同时，金融科技的发展
有望促进金融行业数字化转型，减少全球收入不平等相关问题。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其
对金融行业的影响将变得更加深远。 

2024 年 4 月 18 日下午 4 点，南洋理工大学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和新加坡思睿集团携手
举办对话会“一带一路及其背景下全球贸易和金融业的改革：人工智能在金融科技发展中的应
用”。对话会邀请了来自中国，印尼，新加坡，泰国的代表参与，分享他们的观点。本对话会
吸引了近 200 位观众出席。南洋理工大学董事会成员成员再努先生，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
戴世岩副院长、王航副院长、胡嵘助理院长等学院领导出席了对话会，对话会由学院高级研究
员李侨冰博士主持。 

对话会的嘉宾包括新加坡国会议员陈佩玲女士、泰国电子商务中心的联合创始人兼首席
执行官 Kulthirath Pakawachkrilers 女士、东南亚 Gojek 新加坡总经理连仲伦先生、印度尼西亚
合作人工智能协会（KORIKA）主席 Hammam Riza 教授、中国科学院曼谷创新合作中心执行主
任王俊伟博士，对话会由 Black Sun Global 亚太区首席执行官劳万成先生主持。在对话会开
始，劳万成先生先通过梦中情景、梦想的问题，引出各位嘉宾对于人工智能的理解和看法。从
而提出了对话会的关键问题：我们对人工智能应该持恐惧态度，还是将其视为机遇？连仲伦先
生提及了科技和工业革命对于产品规模扩大的影响，人工智能对于企业创造价值的重要性以及
供需平衡的调整，但也认为在发展人工智能的过程，不可避免会出现问题，建立追索机制也是
非常重要的。陈佩玲女士提出了数字社会建设中的信任问题，以及政府和利益相关者共同努力
的重要性。她以新加坡为例，提出监管者需要跟进科技发展，在鼓励科技发展的同时必须确保
适当的基础设施和监管措施，特别是在金融科技基础设施方面。Riza 教授探讨了全球各国、区
域以及东盟对人工智能的普及和应用的期待，特别是在金融科技和其他行业。以印尼为例，提
出了印尼 2020-2045 国家人工智能战略的推出，并指出了人工智能在促进经济发展和普惠金融
方面的作用。Kuthiath Pakawachkrilers 女士讨论了人工智能在电商等领域的应用和影响，及对
中小企业产生的重大改变。她也介绍了泰国的人工智能国家战略，并强调了对人工智能进行治
理和规范的重要性。与会者认为人工智能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其应用成本也将会不断减低，
使之更为普及，但人工智能的应用即存在机遇，也有一定的风险。因此，监管是非常重要的，
尤其在金融科技领域，应对人工智能的涌现需要制定相应的监管措施，并进行跨领域、跨区域
的多方合作，以避免科技发展带来的潜在风险。在现场观众提问环节，观众提出了东南亚如何
在人工智能领域进行合作问题。嘉宾指出企业在创造科技价值方面的关键作用，并提到了通过
合作利用区域内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的重要性。来自私人领域的嘉宾也强调了跨国软件合作的必
要性，以促进人工智能的正确发展，并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来推动本地社会发展。此外，还有
观众分享了金融科技中人工智能应用的现状，提到了生活中的诈骗问题。嘉宾认为，诈骗是一
个持续存在的问题，除了依赖人工智能技术外，还需要政府、公



司、以及个人的协力合作来解决。对话会讨论热烈，现场观众和嘉宾互动频频。对话结束后，
南洋理工大学董事会成员再努先生代表主办机构颁发纪念品给主持人及演讲嘉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