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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

不止于光鲜的量化数据，《金

融创新》深植“科技+金融”交叉沃

土，关注前沿、服务现实。2016 年

在全球首发区块链与金融领域专

刊，引领了学科范式的创新；探索

出以智库成果服务实体经济的新

模式，形成金融助力双碳、金融服

务数智化转型、金融安全监管等上

百份报告，为服务金融强国和实体

经济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

期刊是窗，展现交叉前沿科技

的蓬勃风貌；期刊是桥，架通理论

联系实际的广阔天地。相信《金融

创新》能够把握生成式人工智能、

计算金融、绿色金融的时代机遇，

让知识的涓涓细流汇聚成推动社

会进步的磅礴力量。

点评人：柴洪峰，中国工程院
院士、复旦大学金融科技研究院
院长

◎寇 纲

《金融创新》（Financial Innovation）

是由西南财经大学主办的英文学术期

刊。编委团队涵盖来自 30 个国家和地

区的专家，稿源遍布全球 121 个国家和

地区，读者分布在五大洲，2023 年期刊

论文年度下载量突破 120万次……

创刊 10 年，《金融创新》已在世界

期刊百花园中独树一帜。一路走来，

“引金融交叉学科前沿之潮，筑全球学

者思想交流之堂”的初心不曾改变。

引领学术前沿，关注
交叉学科

今天，人们已对人工智能、大数据、

区块链等技术与金融领域的深度融合

耳熟能详，但 10 年前，“初出茅庐”的金

融科技还在摸爬起步中，各行各业对其

关注度也是寥寥。

2013 年，西南财经大学及时捕捉

到移动互联网普及和数字技术创新或

掀起全球金融界的变革浪潮，决定围

绕这一领域创办一本专业性国际期

刊。经过两年筹措，2015 年 6 月，《金

融创新》正式创办，成为全球范围内最

早提出关注科技与金融交叉前沿的期

刊之一。

2016 年 伊 始 ，我 们 发 现 ，新 兴 的

区块链技术具有改变金融行业运作

方式和解决传统金融行业存在问题

的潜力。为此，期刊编辑部分别在成

都、广州召开两次专刊研讨会，通过

在线座谈、视频会议等方式，促成来

自中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共计 14

位作者的 8 篇投稿，并于 2016 年底上

线了全球范围内关于商业领域区块

链的第一本学术专刊。一经上线，就

引 起 强 烈 反 响 ，不 仅 产 生 超 过 33 万

次的下载和超过 3260 次的被引，更是

让初生的期刊成为全球学者研究区

块链、虚拟货币等前沿主题时不可忽

视的学术交流平台。

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哥伦比

亚大学、剑桥大学等国际顶尖院校的稿

件纷至沓来，一年一度的金融创新国际

研讨会上出现越来越多不同国籍、不同

肤色的讨论声音，《金融创新》国际影响

力显著提升，积极发挥着连接全球学者

的“高架桥”作用。

坚持前瞻引领，始终是我们关注的

重中之重。2018年，期刊被斯高帕斯数

据库（Scopus）收录；2019 年，期刊顺利

被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收录；收录

以来两次荣登“社会科学、数理方法”领

域全球榜首，最新影响因子在“商业、金

融”领域排名全球前 4%。

围绕 COVID-19 与金融市场、气

候融资、碳排放交易、金融科技漂绿、生

成式人工智能与金融等热点主题，编辑

部还邀请多国知名学者

担任客座编辑组织专刊，

期刊逐渐成为链接世界

顶尖科学、促进国际科学

界对话的重要载体。

着 眼 人 类
福祉，解决实际
问题

学术期刊是传播人

类知识、传承学术思想、

弘扬先进文化的重要载

体。为此，我们做了三方

面努力。

第一，持续关注联合

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并最

大程度地付诸实践。过

去 3年，期刊发表了 30余

篇 涵 盖 碳 排 放 、能 源 交

易、绿色金融、妇女权利

和 消 除 贫 困 等 主 题 论

文。编辑部一直关注共

建“一带一路”国家的金

融创新进展，3 年间有 76

个与中国签订共建“一带

一路”合作文件的国家和地区来稿。此

外，为给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人员提供更

多支持，我们承担了来稿文章的全部出

版费用。

第二，将学术传统、理论深度与政

策对策和问题研究相结合，以学术研究

的深刻性回应现实关切。基于学术成

果，邀请编委和作者参与，编辑部撰写

的多份关于金融风险防控、信用体系建

设、碳金融、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建

设、数据要素市场等主题的政策建议，

为政府决策提供有益参考。关于网络

借贷意愿、区块链与在线欺诈检测、共

建“一带一路”国家企业众筹、加密货币

市场监管、股市与实体经济关系的相关

论文观点和数据，被国外出台的公共政

策文件引用。

第三，推动金融创新前沿研究的科

普转化，将科学种子播撒到青少年群体

中。针对 9至 15岁青少年儿童，我们开

发了 Fin-tech的科普启蒙课程，内容涵

盖大数据的发展历史、大数据的应用场

景、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物联网、

元宇宙等方面，为传播和弘扬科学思想

和科学精神提供了有力抓手。

集期刊篇章之涓流，汇金融创新之

蓝海；蓄经济数据之片羽，添科创事业

之虎翼。不畏一时之难，立持守之功；

不苟一时之誉，建恒久之业。《金融创

新》编辑部将不忘初心，积跬步与时代

同频，奔向更辉煌的未来。

（作者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金融创新》执行主编、西南财经大学大
数据研究院院长）

《金融创新》致力涵育学科交叉成果之花

科技日报北京7月 25日电 （记者

张佳欣）韩国基础科学研究所（IBS）量

子纳米科学中心（QNS）和德国尤里希

研究中心的国际研究团队开发出世界

上首个原子级量子传感器，能够检测原

子尺度的微小磁场。相关论文 25 日发

表在《自然·纳米技术》上。这一成果标

志着量子技术领域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有望对多个科学领域产生深远影响。

原子直径比人类发丝还要细 100万

倍，要观察和精确测量原子产生的电场、磁

场等物理量极为困难。为了从单个原子中

探测如此弱的场，观察工具必须高度敏感，

且尺寸需与原子相当。虽然许多量子传感

器能够探测电场和磁场，但要在空间分辨

率上达到原子尺度却是个极大挑战。

此次的原子级量子传感器成功之

处在于，它仅使用了单个分子。这是一

种概念上不同的传感方式，因为大多数

其他传感器的功能都依赖于晶格缺

陷。这些缺陷只有在深深嵌入材料中

时才会显现其特性，因此这种能够探测

电场和磁场的缺陷通常与物体保持相

当大的距离，从而限制了在单个原子尺

度上进行观测的能力。

研究团队改变了方法，开发出一种

使用单个分子来探测原子的电磁特性

的工具。该分子附着在扫描隧道显微

镜的尖端，可以将其带到距离实际物体

仅几个原子的位置。

这项开创性工具类似核磁共振成

像（MRI）的量子材料设备，为量子传感

器中的空间分辨率设立了新标准，将使

科学家能够在最基本的层面上探索和

理解物质。

该传感器空间分辨率高达 0.1 埃，

而 1 埃通常对应于一个原子直径，有望

为量子材料和设备工程、新型催化剂设

计以及分子系统（如生物化学）基本量

子行为的研究开辟新途径。

世界首个原子级量子传感器问世

科技日报北京7月 25日电 （记者

刘霞）美国康奈尔大学科学家开展的一

项最新研究显示，在美国几个州内，从

鸟类传播至奶牛的高致病性禽流感病

毒 H5N1，现已在哺乳动物之间传播，

包括在奶牛之间，以及从奶牛传播给猫

和浣熊。相关论文发表于 25 日出版

《自然》杂志。

迄今美国已报告 11 例 H5N1 人类

感染病例，所有患者症状均较轻微。首

例病例可追溯至 2022 年 4 月。这 11 例

病例中，4 例与养牛场有关；7 例与家禽

养殖场有关，包括最近几周科罗拉多州

报告的 4 例。这些最近确诊的患者感

染了与奶牛中传播的菌株相同的菌株，

研究人员因此怀疑病毒可能来自同一

县的奶牛场。

在最新研究中，科学家利用病毒

株的全基因组测序、建模和流行病学

信息，确定了当来自得克萨斯州的受

感染奶牛被转移到俄亥俄州健康奶

牛所处的农场时，病毒在奶牛群体之

间传播。

测序结果还显示，该病毒已传播

给猫、浣熊和在受影响农场死亡的野

鸟。猫和浣熊很可能因为喝了受感染

奶牛的生牛奶而生病；野鸟感染则可能

与环境污染、挤奶或清洁挤奶室产生的

气溶胶有关。

研究表明，H5N1 病毒对乳腺具有

强嗜性（嗜性指感染特定细胞的能力），

受影响动物的乳汁会释放出高感染性

病毒。巴氏消毒法可以杀死病毒，从而

保证安全的牛奶供应。

研究团队表示，虽然 H5N1 确实具

备在人体内感染和复制的能力，但其感

染效率很低，且全基因组测序结果尚未

发现能增强其在人类间传播能力的病

毒突变。不过，该病毒可能会出现潜在

的突变，导致其能适应在哺乳动物中的

传播，进而溢出到人类，未来甚至能在

人类中有效传播。因此，继续监测受影

响动物和任何潜在感染者体内的病毒

至关重要。

新研究证实禽流感会在哺乳动物间传播

科技日报北京 7 月 25 日电 （记

者张梦然）《自然》24 日报道称，詹姆

斯·韦 布 空 间 望 远 镜（JWST）观 测 到

一 颗 超 级 木 星 式 巨 型 系 外 行 星 ，正

围绕附近一颗约有 35 亿年历史的太

阳型恒星运行。这颗“超级胖子”行

星 ，是“ 巨 无 霸 ”行 星 木 星 质 量 的 6

倍多。

名为 Epsilon Indi A 的恒星是一颗

主序星（以氢为燃料），属于橙色矮星，

燃烧温度略低于太阳（太阳为 G 型黄矮

星）。以前对这颗恒星的分析表明，它

可能拥有一颗巨行星，但一直缺乏直接

观测数据。

此次，德国马克斯-普朗克天文学

研究所科学家报告说，JWST 对一颗行

星进行了直接成像，为了解该系统特性

提供了新的细节。

在 JWST 图 像 上 ，其 实 只 能 看 到

一个光点。不过初步分析表明，这颗

气态行星具有和木星非常相似的性

质。木星被称为太阳系“行星之王”，

属 于 巨 行 星 ，质 量 是 太 阳 的 千 分 之

一，但却是太阳系其他行星质量总和

的 2.5 倍。

此次被观测到的这颗行星非常明

亮，但是比较寒冷，温度约为 275K（不

到 2℃），质量是木星的 6倍多。

根据预测，它目前距离地球约 15

个天文单位（即 au；1au 是地球与太阳

之间的平均距离），轨道周期至少为几

十年。这颗行星的性质与之前预测中

的“行星 b”不同，因此研究团队将这

颗新行星命名为 Eps Ind Ab。数据

表明，这可能是该星系中唯一的一颗

巨行星。

韦布发现“超级胖子”行星
质 量 约 为 木 星 的 六 倍

环 绕 橙 矮
星 运 行 的 寒 冷
气态巨行星，质
量 约 为 太 阳 系
木星的 6 倍（艺
术图）。

图片来源：
《自然》网站

科技日报北京 7月 25日电 （记

者张梦然）《自然》24 日正式发表的一

篇研究论文指出了一个人工智能（AI）

严重问题：用 AI生成的数据集训练未

来几代机器学习模型，可能会严重“污

染”它们的输出，这被称为“模型崩

溃”。研究显示，原始内容会在 9 次迭

代以后，变成不相关的“胡言乱语”（演

示中一个建筑文本最终变成了野兔的

名字），这凸显出使用可靠数据训练

AI模型的重要性。

生成式 AI工具越来越受欢迎，如

大语言模型等，这类工具主要用人类

生成的输入进行训练。不过，随着这

些 AI模型在互联网不断壮大，计算机

生成内容可能会以递归循环的形式被

用于训练其他 AI模型或其自身。

包括英国牛津大学在内的联合

团队一直在进行相关研究，并在去

年论文预印本中提出这一概念。在

正式发表的论文中，他们用数学模

型演示了 AI 可能会出现的“模型崩

溃”。他们证明了一个 AI 会忽略训

练数据中的某些输出（如不太常见

的文本），导致其只用一部分数据集

来自我训练。

团队分析了 AI 模型会如何处理

主要由 AI生成的数据集。他们发现，

给模型输入 AI生成的数据，会减弱今

后几代模型的学习能力，最终导致了

“模型崩溃”。他们测试的几乎所有递

归训练语言模型，都容易出现问题。

比如，一个用中世纪建筑文本作为原

始输入的测试，到第 9 代的输出已经

是一串野兔的名字。

团队指出，用前几代生成的数据

集去训练 AI，崩溃是一个不可避免的

结局。他们认为，必须对数据进行严

格过滤。与此同时，这也意味着依赖

人类生成内容的 AI模型，或许能训练

出更高效的 AI模型。

对 AI来说，“模型崩溃”就像癌症

一样，甚至分早期与晚期。在早期时，

被“喂”了生成数据的 AI 会开始失去

一些原始正确数据；但在晚期，被“喂”

了生成数据的 AI 会“口吐狂言”——

给出完全不符合现实，也和底层数据

一点不相关的结果，就像本文中的例

子一样。更可怕的是，“模型崩溃”的

AI 极其固执，错误几乎难以矫正。它

会持续强化，最终把错误结果认为是

正确的。这一问题值得所有关注生成

式 AI 的人们警惕，因为它等于是在

“毒化”AI对真实世界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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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 7月 25日电 （记

者张佳欣）根据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

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C3S）官网 24日

发布的公报，7 月 22 日成为地球有记

录以来最热的一天，略微超过刚刚夺

得这一称号的 7月 21日。数据显示，7

月 22 日全球日平均气温为 17.15℃，

超过了前一天（即 7 月 21 日）创下的

17.09℃以及 2023 年 7 月 6 日创下的

17.08℃的先前纪录。

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官网称，

“真正引人注目”的还在于 2023年 7月

以来的气温与往年的差异。

2023 年 7 月之前的全球日平均气

温 最 高 纪 录 是 2016 年 8 月 13 日 的

16.8℃。自 2023年 7月 3日以来，已有

58 天超过了之前的纪录，分布在 2023

年 7 月至 8 月之间以及 2024 年迄今为

止的 6月和 7月之间。

在 22 日全球日平均气温连续第

二天创下纪录后，哥白尼气候变化

服 务 局 主 任 卡 洛·布 翁 滕 波 表 示 ：

“我们现在有了新的纪录，它的值足

够大，证明这已经超过了去年创下

的纪录。这一事件仍在继续，高峰

日期仍有可能发生变化，但我们的

数据表明，未来几天气温可能会略

有下降。”

分析表明，全球日平均气温的突

然上升与南极洲大部分地区气温远高

于平均水平有关。如此大的异常在南

极冬季并不罕见，也导致了 2023 年 7

月初创纪录的全球气温。更重要的

是，南极海冰范围数值几乎与去年同

期一样低，导致南大洋部分地区的气

温远高于平均水平。

连续两天打破最热日纪录：

7月22日为全球有记录以来最热一天

科技日报北京 7月 25日电 （记

者张佳欣）智利阿塔卡马沙漠是地

球上最干旱的地方之一。据美国趣

味科学网近日报道，该地区十年来

首次出现罕见的冬季花开盛景：沙

海中绽放出一片片白色与紫色的花

朵。研究人员认为，这可能是气候

变化造成的。

据报道，这种奇观通常发生在春

季。但由于 4 月中旬，厄尔尼诺现象

带来的大约 11 毫米强降雨和海雾，

共 同“ 激 活 ”了 可 休 眠 长 达 15 年 的

植被。冬季尚未结束，花朵就已成

片开放。

今年最早给这片沙漠添上色彩的

两 种 植 物 是 大 花 紫 蒿（Cistanthe

grandiflora），其花朵呈鲜艳的紫红色，

以及白色的多果野芝麻（Nolana bac-

cata）。它们的主要开花区域面积为

300—400平方公里。

根据智利天主教大学 2022 年的

分析，在过去 40 年里，该地区出现过

大约 15 次“沙漠开花”现象。上一次

提前开花在 2015 年，3 月份充足的降

水也刺激了冬季植被的生长。

气候变化可能导致花朵提前盛开

等罕见事件频繁发生，这也可能意味

着一年生植物大多不会繁殖。

极干旱沙漠十年来首开鲜花

阿塔卡马沙漠出现罕见的冬季开
花现象，大花紫蒿点缀着整个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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