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热点议题看十年上海论坛 

——基于大数据分析的报告 

 

在大数据背景下，由于数据量曾指数增长，通过人工阅读资料、

处理数据已变得愈发困难。传统的决策咨询和政策评估是建立在定性

分析基础上的，通常需要领域内专家的人工分析和归纳。数据挖掘技

术以其能够快速处理海量数据的优势，得到广泛的研究和应用。从书

面文字中挖掘出有意义的信息、分析趋势可以大大提高工作效率，降

低成本。上海论坛的十年积累了海量的数据，除了传统的量化分析之

外，还应引入先进的数据挖掘技术，针对文本大数据进行归纳分析。 

我们对上海论坛的十年发言稿数据进行了整理，采用自然语言处

理方法（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对其建立单词字典，以及

断句和符号化，并引入基于分层贝叶斯分析的隐含狄利克雷分布

（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LDA）模型，在无任何人工参与的

情况下，使用智能算法自动挖掘出文档中所包含的主要议题、每个议

题的权重以及各年度议题的变化趋势等，从而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

层面深入把握十年上海论坛的重要议题，亦可从中一窥十年来政治经

济社会的发展趋势。 

政治部分 

议题一：朝核问题 

朝核问题随着 2006 年朝鲜宣布成功进行地下核试验成为国际社

会关注的焦点，并持续引发热议。朝核问题既关系到地区安全又牵涉

到各国博弈，因而长久以来都没有切实有效的解决方法，六方会谈作

用也极其有限。朝核问题是每届上海论坛的固定话题，针对这一问题



的探讨呈逐年升温的态势。专家学者对朝鲜难以在实质上实现自我

“弃核”达成的共识，已随着不断进行的核试验成为令人忧虑的现实。

然而，专家学者却从未放弃对朝核问题提出具有可行性的解决办法，

坚持朝鲜拥有核武器并不必然损害东亚地区的和平和稳定。中美对这

一问题的共识被认为对东亚局势具有重要的影响，专家学者对此发出

了希望共同推进朝鲜半岛无核化进程的呼吁。对类似朝核问题的讨论

反映了上海论坛专家学者对国际社会和平与发展的高度责任感和使

命感。 

议题二：中日关系 

日本是中国一衣带水的邻国，中日也是东亚乃至亚洲范围内最具

影响力的两大国家，对亚洲区域合作及发展的探讨逃不开对中日关系

问题的处理。因此中日关系一直是上海论坛专家学者热衷探讨的话

题。 直面历史遗留问题以及目前双方在海洋权益等方面存在的冲突

是进行客观公正讨论的前提。例如随着 2012 年底中国开始对钓鱼岛

进行常态化监测，对于中日问题的讨论就在 2013 年的上海论坛上达

到了巅峰。而上海论坛对亚洲区域发展这一宏观主题的不断推进，相

信将指引对中日关系更理性客观的看待。 

议题三：美国 

在上海论坛许多热点问题的背后都能看到美国的身影。上海论坛

从成立伊始就不乏来自美国专家学者的参与，讨论的内容也涉及到方

方面面。专家学者意识到中美在许多方面仍存在分歧，并对如何建立

政治共识和政治互信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中美两国在诸多领域都是

相互依存的关系，需要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保持战略的稳定性，在政

治、经济、安全等有共同利益的领域更应实现更深入的发展。以此为



出发点，来自各国的专家学者对美国以及中美关系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这也是上海论坛的亮点之一。 

经济部分 

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之后，各国均呈现出探索经济发展与地区合作

新模式的倾向。无可否认的是，随着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速度放缓，

亚洲在世界经济发展中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中国更是在其特

有的模式下实现了经济高速稳定发展的奇迹。上海论坛在十年之中始

终关注着亚洲的经济转型以及中国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经济领域被

热议的三个议题正体现了中国国际地位的上升以及在亚洲和世界范

围内经济发展中日益凸显的重要作用。  

议题一：人民币国际化 

2015 年，由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成立使人民币

国际化的进程又向前迈了一大步。而在过去十年间，上海论坛一直持

续关注人民币国际化的现状以及未来发展走向，专家学者对人民币国

际化进程发表了真知灼见，提出了许多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早在 2009年就有专家学者提出，由于我国经济对出口有依赖性，

首先需要调整经济结构，因此人民币国际化不能操之过急。从之后汇

率变化的趋势来看，专家学者对国家宏观政策和方向的把握极为准确，

人民币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保持了较低的汇率。而随着中国近几年的经

济转型和结构调整，这一情形发生变化。日渐频繁的对外贸易和对中

国经济持续发展的信心，促使人民币成为世界上普遍认可的支付手段

和货币结算单位。在最近几年的上海论坛中，专家学者重点关注人民

币国际化进程中的汇率制度改革和监督机制，并且为人民币国际化的

未来提出了具有前瞻性和可操作性的建议，包括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



率形成机制和国际金融监管体系，促进以市场为导向的汇率制度改革，

实行一篮子货币政策，以此应对可能出现的汇率波动挑战等。 

议题二：自由贸易区 

自由贸易区的概念早在上海自贸区成立之前就已被上海论坛的

专家学者广泛讨论。近几年来，随着国务院改革试点政策的出台，上

海论坛对该主题的讨论热度持续攀升。专家学者早在上海自由贸易区

成立之前就分析探讨了 G20、TPP 等组织对促进地区经济一体化的作

用，并提出要在已有的框架之外积极探求实现亚太地区自由贸易的新

形势。上海自贸区的成立正是国家改革方案为上述建议在现实中提供

的对应。专家学者进一步提出，与其相关的法律改革将发挥特殊作用，

成为上海自贸区成功的关键所在。显然，自由贸易区已成为未来世界

经济发展中引人注目的焦点。上海论坛中也将涌现更多围绕这一主题

有价值的观点和建议。 

议题三：低碳经济 

在经济危机过后，全球都在寻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中国更

是一直在努力实现经济转型，调整现有的经济结构，努力实现可持续

发展。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寻求低碳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是每个国家都

在关注的问题。上海论坛的专家学者们曾对低碳经济的发展提出各类

方案，包括开发新能源，完善资源管理机制来改变能源结构，以及相

关产品的科技创新等等。许多建议和意见都已经通过国家的政策法规

成为现实。低碳经济必将是未来发展的新思路，也是中国完成经济转

型的关键一步。上海论坛已经就关注到了这一新思路，相信也极有可

能在未来提出更多创新性的建议。 

社会部分 



议题一：城市发展 

城市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具有权力中心、商业中心、交通枢纽、 金

融和财政中心、人口和人才集聚以及文化休闲娱乐中心等多种功能，

因此，城市发展与规划成为上海论坛社会领域最为热门的主题。 

在 2007 年，上海论坛就从三年后的上海世博会出发，深入探讨

了未来城市发展趋势，越来越多的学者预见性地指出城市发展和治理

面临着巨大的人口、环境和资源挑战，城市迈向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成

为上海论坛的共识。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与会专家更从经济规模、人力资本、产

业结构等、基础设施等多个维度对世界大都市进行比较分析。针对上

海城市发展的战略，指出转型创新是中国和上海突破城市体系建设障

碍的关键战略，为政府在城市发展中的科学决策提供了科学决策的理

论和技术支持。 

议题二：老龄化 

作为当今世界各国发展都面临的共同挑战，人口老龄化是历年上

海论坛最受关注的问题之一。 

在对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的老龄化的现状及影响进行深入研究

后，专家们在数年前就已开始敲响警钟：中国的实际生育率很可能远

低于政府官方统计和联合国发布的数据，并呼吁政府必须重视老龄化

的速度和程度，及时进行政策调整，鼓励生育。多位学者都强调，应

当对计划生育进行微调。2014 年，中国多个省市逐步实施单独二孩

政策，充分反映出上海论坛学者在该问题上的前瞻性和敏感性。 

在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的大背景下，如何完善养老医疗保险制度

等社会福利体系，特别是如何为农村地区老人提供良好的养老服务，



也在上海论坛得到了广泛讨论。十年以来，基于学者的相关政策研究，

在政府和社会企业的共同努力下，已陆续推出和实施了许多旨在为老

年人提供更好养老服务的公共项目和政策。 

议题三：劳动力市场 

社会领域的专家学者在 2008 年的上海论坛上提出，随着亚洲人

口结构的变化和持续的低生育率，东亚国家将越来越受到劳动力短缺

的挑战。而这一担忧在今天已经成为现实。 

十年中，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始终受到上海论坛的关注与讨论。通

过比较不同国家的劳动力市场变化趋势，专家们发现和总结了亚洲各

国劳动力市场呈现出的差异性——中、日、韩等国的劳动力急剧下降，

而印度、越南、印尼等国劳动力供给充足。这种存在差异和分歧的劳

动力格局将对亚洲经济发展带来重大的影响。 

在此基础上，专家学者针对各国劳动力市场的特征，从劳动力迁

移、提高劳动力市场的效率、增加女性在劳动力市场的参与、改善对

特定人群的就业歧视等角度提出了解决之道。其中，女性的就业问题

也因此成为社会领域关注度仅次于劳动力市场的话题。 

能源部分 

议题一：全球气候变暖 

全球气候变暖一直以来都是能源领域专家学者们的首要关切。由

这一议题延伸出了能源领域的诸多重要议题，包括以减少温室气体排

放量为具体目标的《京都议定书》在各国的具体实施情况以及使用可

替代能源解决当下环境污染的可行性问题。 

正是积极面对全球气候变暖所带来挑战的态度，使得专家学者在

上海论坛期间孜孜不倦地探讨可能的解决方案。在讨论中，专家学者



立足于亚洲发展中国家，充分考虑到人口众多的现实，反复强调了能

源的可持续发展和能源的安全性问题，并以此为全球气候变暖这一重

大课题的突破口。这不仅反映出上海论坛始终从亚洲出发探讨世界范

围内普遍存在的重大问题的特色，也体现出专家学者极高的前瞻性。

在以可替代能源作为探讨的主要解决方案的同时，专家学者们也注意

到了如核能等新型能源存在的隐患。基于对公共安全的考虑，对新能

源的推广和使用需慎之又慎。同样以全球气候变暖为讨论的基石，在

碳交易机制等话题方面，专家学者们的政策建议则是与时俱进的。随

着京都议定书在全球范围内的推进，专家学者们就碳交易机制在各国

的实践和成效进行分析讨论，提出的对国内碳交易前景的展望也早于

国家相关政策的出台。 

议题二：油价 

油价在能源领域是一个十分具象的概念，往往牵扯到国际时事背

景和经济领域的变化发展。上海论坛的文字记录显示，专家学者们关

注到持续进行的伊拉克战争对国际油价的影响，进而表达了对世界范

围内能源危机的关切。论坛期间，专家学者多次议及能源作为经济基

础对各国发展的可能影响，指出油价震荡正是全球能源挑战的主要方

面之一。可以说，专家学者们对能源领域问题的探讨从来不是狭隘的，

对相关的政治经济因素都予以了足够的重视。 

就油价本身而言，可以得出的基本判断是能源价格势必会影响到

能源结构。专家学者们对国家的政策建议集中在通过附加能源税收、

适当提升能源价格以减少能源的浪费和不当使用。同时，公众关于顺

应国际市场变化降低油价的呼声也被充分考虑，而油价降低也确实在

一定程度上促进经济的发展，这也成为讨论的一大方向。 



议题三：碳排放量 

碳排放量是能源领域的重要指标，以此为主要衡量标准的低碳经

济逐渐成为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所追求的经济发展目标。对各类能

源燃烧产生的碳排放量，专家学者提供了专业的计算方法，以直观的

数据作为理论和探讨的基础。其中，可视化的图表是最常见的数据呈

现手段之一。 

确立碳排放量等相关概念的积极意义在于其为能源在经济、环境

领域的影响和发展提供了可量化的参考标准。“低”则是碳排放量前

反复出现的修饰形容词，这不仅是来自专家学者的呼吁，也是未来能

源和经济发展应当达到的目标。 

作为议题，碳排放量的重要性还体现在它的联结功能上，如对能

源、全球气候变暖、《京都议定书》等范围由大到小或由小到大的议

题进行串联和切换。 

结语 

上海论坛的热点议题提取在文本梳理和观点提炼方面起到了十

分重要的作用，开辟了以数据形式反映文本内容的一种全新路径。上

海论坛组委会以现阶段取得的成果作为对上海论坛十周年庆的献礼，

希望上海论坛自身能够不断创新、与时俱进。就对各个议题的深入分

析来看，对以上议题的关注和讨论相信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会

消失，也期待专家学者在上海论坛期间能在已有成果上产生新的想法

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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