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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030年，中国高校要成为建设世界主要人工智能创新中心的核心力量和引领
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的人才高地

高校如何领跑“新一代人工智能”？
教育部近日印发 《高等学校人工智能创新行动计

划》。 根据该计划，到 2030 年，中国高校要成为“建设世
界主要人工智能创新中心的核心力量和引领新一代人

工智能发展的人才高地”。 未来 12 年，高校该如何承担
起领跑“新一代人工智能”科研与人才培养的责任？记者
近日跟随教育部采访团到相关高校进行了采访。

着眼未来，加强基础研究
大鼠“017”是浙江大学的一只“明星鼠”，它的大脑皮层被

植入电极，当一旁的实验员用鼠标遥控时，它就能沿着地面上
的箭头轨迹“探索”迷宫。

“‘脑机融合’，又叫‘混合智能’，就是把生物自身的感认知
能力与机器的计算能力深度结合，产生更强大的智能形态。 ”浙
江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潘纲介绍。 除了各种“大鼠机器人”，浙
江大学科研团队近年来还进行了猴子意念控制机械臂、侵入式
人意念控制机械手完成“剪刀石头布”等研究。

中国科学院院士、浙江大学校长吴朝晖说，高校的人工智
能学科研究，一定要紧紧围绕前沿问题。 浙江大学将聚焦机器
学习算法、大数据智能、跨媒体感知计算、混合增强智能、人机
协同智能等重大科学前沿问题，加速构筑人工智能先发优势。

吴朝晖是人工智能专家，其所带领的课题组在国家 973 计
划“脑机融合感知和认知的计算理论与方法”的支持下，实现了
混合智能的行为与感知增强，被国际同行认为是“朝这个方向
迈出的第一步”。

“高校的人工智能， 更多要担负起在未来竞争中的引领
责任。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副校长尤政介绍，清华大
学从两个角度切入人工智能的核心基础研究， 一是脑科学，
一是计算。

“这不是侧重于支撑现实性人工智能的主流应用， 而是着
眼未来的主动布局。 ”尤政说，我们在看到国内人工智能应用技
术蓬勃发展时，一定要更加重视基础研究，“定下心来，敢于啃
硬骨头。 ”

交叉融合，研究和育人并重
“高校的优势不仅在基础研究，还在学科交叉。 ”中国工程

院院士、中国工程院原常务副院长潘云鹤说，这一优势还有待
发挥。

作为国内学科门类最为齐全的高校之一，浙江大学一直致
力于推进人工智能多学科交叉融合，其人工智能协同创新中心
已获教育部批复建设。

“角膜炎图像的智能识别与辅助诊断系统”，便是该校一个
由眼科专业团队与计算机专业团队全面融合的交叉项目。 领衔
者有两位：一位是“白求恩奖章”获得者、浙江大学医学院教授
姚玉峰，一位是浙江大学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教授吴飞。

据了解，中国有上百万人因为角膜病而失明。 角膜病图像
视觉特征很复杂，基层医院眼科医生诊断有较大困难。 姚玉峰
说，“单纯依赖图像，普通医生诊断的准确率为 30%-60%，通过
人工智能诊断系统准确率可达 84%， 我们的目标是超过 90%，
达到或超过世界顶尖水平。 ”

高校讲“交叉”，不仅在研究，还在育人。
在浙江大学，本科一年级的每个学生都要学习编程，即使

是非工科的本科生，也需要在 Java 语言和 Python 语言之间“二
选一”，作为自己的必修课程。 在浙江工业大学，学校主动邀请
人工智能企业进行合作，学生在校期间就可参与项目研发。

“关键是如何把人工智能用在各个学科里。 ”浙江大学人工
智能研究所教师翁恺说，我们希望计算机科学对每一个学生来
说都是可亲可近的，学生能自然想到用它作为帮手，催生更多
的可能性。

“或许学生大学四年毕业后，世界就很不一样了。 从这个角
度讲，除了学习知识之外，提升认知和改变这个世界的能力更
重要。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副校长李建东认为，在技术的驱动
下，高校需要改变人才培养的模式。

校企协同，抓住应用“机遇期”
多位高校校长一致认为，

人工智能最大的活力在于应

用， 所以要加强与产业的联
动，特别要推动科技创新体系
与产业创新体系的联动。

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来
理解交通规律、提高道路利用
效率，是当前智能交通领域的
热点。浙江工业大学计算机学
院“智能交通”创新团队，十多
年来和浙大中控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携手合作，研发了基于

交通大数据的新型城市智能

交通系统。
“过去两年， 成果在浙江

的绍兴柯桥、杭州萧山等地进
行推广应用。 ”浙江工业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

王万良介绍，这一成果的应用
有效缓解了当地的交通拥堵

状况，创造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

一些校企合作项目还在

机制上有所创新。浙江大学与

阿里巴巴集团于 2017 年成立
“阿里巴巴———浙江大学前沿

技术联合研究中心”， 双方约
定，合作的技术成果的知识产
权 4 年内归属学校，进行科研
项目申请等工作，之后流转回
企业。

“随着我国的产业转型以
及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推进，将
创造出大量的人工智能发展

应用的新空间。 ” 潘云鹤说。
（据新华网）

人工智能将进入高中课堂，你准备好了吗？
人工智能即将进入高中

课堂 。 近日 ，我国第一本面
向 中 学 生 的 AI 教 材———
《人工智能基础 （高中版 ）》
正式发布 。

为什么要在中学开设人

工智能课程？这本教材有什么
特点？对于中学教师和学生而
言，应如何准备才能应对人工
智能的教与学？记者对此进行
了调查。

据了解，该教材是华东师
范大学慕课中心和商汤科技

合作，联合全国多所知名中学
教师共同编写，由新闻出版总
署批准出版并备案。 目前，全
国已有 40 所学校引入该教材
作为选修课或校本课程，成为
首批“人工智能教育实验基地
学校”。

“与其他教材不同， 该教
材以‘手脑结合’为主要学习
方式，不仅关注对人工智能原
理的介绍，更加重视这些原理
在生活中的运用。 ” 华东师范
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陈玉琨
介绍说，“作为教材的编者，我
们特别希望学生能发挥独特

的想象力，设计一些在高中阶
段有可能完成的项目，并动手
将其转化为独具特色的作

品。 ”
记者看到，该教材共分 9

个章节，以基础普及性的知识
为主， 分别介绍了图片识别、
声音识别、视频识别 、计算机
写作和深度学习等人工智能

技术的原理和应用场景，每一
页都配有彩色图表，并引入了
大量科普内容和实例。 此外，
该教材还配套了一个教学实

验平台。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林达

华表示，目前，人工智能人才
面临着全球性短缺，在人工智
能和基础教育结合方面，各个
国家都还处在探索的过程中，
该教材的出版，是人工智能教
育的一次重大突破，意味着人
工智能将由此走出“象牙塔”，
进入高中生的知识范畴。

“今天， 技术更迭速度太
快，谁也无法预计未来的职业
选择，我很乐意让我的孩子在
中学阶段就了解掌握一些人

工智能方面的知识技能。 ”一

位家长这样告诉记者。
作为一门兼具学术含量

和技术含量的学科，对高中学
生而言，应该怎样去了解人工
智能这门学科；对于高中教师
而言，又该如何教学呢？

“大多数中学生的最终职
业道路都不会是成为人工智

能研究者或工程师，但是未来
很多行业都将在不同程度上

受益于人工智能的赋能 。 因
此，该学科在中学阶段的教学
目标应该定位让学生了解掌

握人工智能的基本思想、基础
知识以及常用算法和工具。 ”
林达华说。

多位专家表示 ， 教师在
教学过程中 ， 要特别重视对
人工智能应用场景的介绍 ，
这不仅会让课堂变得更加生

动， 学生学习的兴趣更加高
涨， 同时也会提升师生的思
维与创造能力。

“总体而言 ，在中学阶段
开展人工智能课程的主要目

的在于普及人工智能的原理

与技术 ， 引起学生对人工智
能学习的兴趣。 当然，也期望
能为高等学校培养人工智能

领域的拔尖人才奠定相应的

基础。 ” （据新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