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工智能推动产业快速发展
大学打开门才能把握时代脉搏

全球高校人工智能学术联盟校长圆桌会议上，

中外名校掌门人热议大学面临的新挑战

“人工智能 ” （AI） 这个词 60 多年前诞

生于大学 ， 如今成为热潮 。 盘点当下的人工

智能产品 ， 大部分来自企业 ， 而不是大学 ，

本该引领社会发展的大学似乎成了社会的追

随者。 在人工智能推动产业加速发展的时代 ，

大学的意义何在 ？ 大学如何起到引领社会发

展的作用？

昨天下午举行的全球高校人工智能学术联

盟校长圆桌会议上， 中外名校校长们谈论了如

何在人工智能时代开展人才培养和科研合作 ，

并决定以上海为总部， 开展互派学生、 共享数

据、 联合科研等一系列合作。

人工智能时代，不变革的
大学只能被边缘化

■ 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不仅是产业
革命性的变化， 更使得大学面临越来越
多的挑战， 最新的人工智能技术产自企
业，最优秀的人才向产业界集聚，大学能
否引领社会发展

“人工智能带来的产业快速发展， 使得我

这样的大学掌门人感到恐慌， 社会走到了大学

的前面， 我们的教师也落后于时代， 课堂落后

于时代， 大学如果再不变革， 就会边缘化， 甚

至失去存在的意义， 我们的学生怎么办？” 圆

桌会议一开启， 西安交通大学校长王树国教授

就忍不住感叹， “虽然我们也去硅谷、 去麻省

理工学院和斯坦福大学参观学习， 但总是只能

学到他们的形， 很难学到根本。 开启跨国合作

也许是一个解决之道。”

他坦言， 过去很长时间以来， 大学其实逐

步失去对社会的引领作用， 人工智能时代的到

来， 使得这一过程加速， 使得大家更早地意识

到了这一点。 大学一定要开门办学， 和企业合

作， 不要老想着科研基金或者各类奖励， 打开

门才能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

和他有着同样感慨的是澳大利亚悉尼大学

校长迈克尔·斯宾塞， 他说， 大学集聚多个学

科和专家学者， 在人工智能开发领域扮演非常

重要的角色。 但不仅是人工智能的研发， 还包

括人才培养， 都同样面临着挑战。 随着人工智

能的发展 ， 社会对高技能员工的需求越来越

大， 对年轻人在数字化知识储备方面的要求也

越来越高。 “但我们要扪心自问， 我们培养的

学生未来是指挥人工智能工作的人， 还是被人

工智能替代的人？”

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段崇智称， 人工智能给

社会发展带来加速度， 使得最顶尖的人才集中

到了产业界， 为学生寻觅最优秀的老师， 为学

生提供更多了解世界和社会的平台越来越重

要， 毕竟人工智能时代， “书呆子” 很难使得

人工智能产业快速发展。

人工智能发展需要大学在
基础研究和人才培养方面投入

■ 如今人工智能很热门，其实它是在
几十年前由大学教授们的头脑风暴 “诞
生”的。 大学的领先在于更早地看到比当
下的科学和技术更远的地方，根本就在于
基础研究和教育方面的投入

“大学永远不能忘记，我们的功能是教育和

在基础研究方面的引领。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名

誉校长埃里克·格里姆森说，早在 1956 年，正是

一批大学教授“发明”了这个词。“时隔那么多年，

人工智能成为热潮。 但是不论是人工智能，还是

深度学习，在现在热过之后会如何呢？这是大学现

在必须思考的，麻省理工学院仍然会加大在神经科

学、算法、数学、人类学等基础研究领域方面的投入

并深入推进，只有这样，才可能持续地发展。 ”

致力于打造张江脑与类脑智能国际创新中

心， 并在两个月前启动脑疾病研究中心的复旦

大学在国内人工智能领域走在前面， 而且吸引

了 20 多个国家和机构前来合作研究。 复旦大学

校长、 中国科学院院士许宁生说：“大学打开校

门，企业推动学校的早期学科布局，从而推动高

校在最擅长的基础研究领域布局， 是高校能够

保持引领社会的重要原因。 ”他坦言，就在几年

前，现在在人工智能领域影响力颇大的一些企业

找到复旦大学合作，从而让学校意识到人工智能

领域的发展，并吸引了一批顶尖科学家，追溯科

学的本源，布局脑科学研究和类脑智能研究。

“现在人工智能的蓬勃发展得益于半个多

世纪以前的一个学术沉淀。 ”上海交通大学副校

长奚立峰说， 这意味着人工智能的种子是半个

世纪以前就埋下的， 成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驱

动力。 那么若干年后第五次工业革命的种子什

么时候埋下， 这是我们大学教育者应该关心的

问题。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常务副校长、 中国科学

院院士潘建伟也直言， 基础研究和人才培养永

远是大学的使命。 “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最终一

定是通过企业， 但是大学永远要把基础研究做

好。 ”他举了一个例子，现在的人工智能技术思

路中有一部分内容与量子场论相关， 但是在科

学家开始研究量子场论时， 并没有意识到这会

与人工智能相关。

大学本身就是桥梁，多元
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发展

■ 大学间的国际合作、 大学和企业
之间的合作， 都能够推动人工智能技术
的快速发展。 大学之间的数据共享、科研
合作和人才交换应该是人工智能时代必
须加快推动的事

圆桌论坛的主题就是跨国合作， 而昨天与

会的大学校长显然对各种合作都有着非常迫切

的愿望。

埃里克·格里姆森就坦言，大学本身就应该

是桥梁，在学校内部是各个学科之间的桥梁，麻

省理工学院人工智能基础研究成果常常通过学

校这个桥梁，在化学、材料、生物等专业领域落

地生根。 包括学生也是如此，人工智能的成果最

终通过年轻学生们的创意或者创业企业到世界

各地生根发芽。 他说，统计数据显示，麻省理工

学院学生的创业企业在全球约有三万家， 创造

了 450 万个岗位，价值 1.9 万亿美元，如果把麻

省理工学院单独看作一个经济体，那么，它就可

以排在全球第十位。

大学除了应该推动内部的合作，还要推动大

学之间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 埃里克·格里姆

森说：“谁都知道数据是当下人工智能得以发展

的重要基础，在美国，企业掌握了大量数据，大学

也有数据，但并不共享。 如果我们大学之间共享

数据，开源算法，会有创造新的技术的能力。 ”

潘建伟举例道，“初级围棋”（AlphaGo） 算法

很好，但是非常耗能，据说下一盘棋消耗的能量

相当于烧一吨煤，但是人下一盘棋，也许只需要

喝一杯牛奶，如果“初级围棋”下一盘棋也只需要

“喝一杯牛奶”的话，那就需要算法的改进、硬件

的改建， 这终究是需要不同领域科学家的合作。

据介绍，中科大正在构建国家实验室，希望能从

量子计算角度为人工智能做好未来硬件的准备。

大学与企业的合作也同样重要。 商汤科技

创始人、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汤晓鸥昨天坦言，当

他离开大学创业时， 觉得多年做教授积累的很

多学术知识非常有用，但是半年后，感觉积累就

差不多用光了。 人工智能高科技企业要往前走，

一定要回到大学获得更深入的研究和思考 ；同

样，大学也需要对企业开放，让学生和老师能够

知道外面的世界究竟走得有多快了。

■本报记者 姜澎

2018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式上，全球高校人工智能学术联盟成立。 本报记者 赵立荣摄

在“明日之星”心里播下一颗颗AI种子
“我梦想当一名工程师，将来用自己的专业

技术帮助更多人，成为像埃隆·马斯克、扎克伯格

一样改变世界的人。”今年 10 岁的施季安是此次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年纪最小的演讲嘉宾，在昨天

举行的“人工智能从娃娃抓起”主题论坛上，他分

享了专门为自己口算成绩较弱的同桌研发的出

题软件，获得现场嘉宾好评。

上海要建设人工智能高地，数据、人才、产业

和应用等核心要素无疑是发展的关键。与会人士

一致认为， 上海在这几方面已积累了坚实基础。

去年 11 月，市政府发布《关于本市推动新一代人

工智能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智能上海”行动。

面对全球城市的激烈竞争，想要抢占人工智能高

地，还需要政府、企业和青年人等各方携手并进。

少年：人工智能“种子”开始萌芽

如今， 越来越多青少年展露出对人工智能

的浓厚兴趣，他们具有独立思考、动手解决问题

的超强能力。 假以时日，他们之中必将出现人工

智能领域的“明日之星”。

在父亲眼中，施季安平常不怎么爱说话，但

一提起编程软件，他的话匣子便打开了。 施季安

研发的第一款软件源于一次热心之举。 当看到

自己的同桌因为口算成绩不佳而忧虑不已时，

他心想，若能研发一款自动出题的软件，每天帮

助同桌练习口算， 那该有多好？ 于是， 他运用

Scratch 软件编写了一款可以选择难度、 自动判

断对错，还能自动计算分数的口算软件。

这次成功尝试给了施季安极大的自信心 ，

同时也在他心里种下了一颗关于人工智能的小

小“种子”。

企业：为人工智能人才提供丰沛“养料”

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计算机系终身教授

李凯看来，仅有强烈的好奇心还远远不够，要想

真正成为人工智能人才，还需不断努力学习。 如

何更有效、公平筛选、教育出人工智能发展所需

要的专业人才？ 流利说联合创始人、首席科学家

林晖表示， 未来的人才培养将在人工智能的助

推下进入“3.0 教育”时代。

此前的“1.0 教育”时代，青少年获取信息的

主要来源是教师。 到了“2.0 教育”时代，以慕课

为代表的网络在线教育课堂开始兴起。 然而，此

时的教育，仍只能做到大规模的信息输出，无法

为人们提供定制化、个性化的课程服务。 而到了

以人工智能为主要技术的“3.0 教育”时代，教育

可以真正帮助每个人最大限度地激发潜能，从

而培育出人工智能高端人才。

目前，上海的人工智能企业的数量和规模已

走在全国前列，在智能驾驶等领域更是达到了国

家先进水平。这些人工智能企业不仅能为人才提

供更完整的行业信息，也能使他们接触到业内领

先的应用，在更高起点上参与全球竞争。

政府：开放数据和提供应用场景

政府在人工智能行业未来发展中的角色十

分清晰———提供更开放的市场以及更完整的场

景 。 作为一名创业者 ， 脉策数据联合创始人

汤舸在多年实践中对此深有感触 。 他认为 ，

人工智能在未来还有更大的用武之地 ， 包括

解决人居环境 、 贫困 、 民生等问题 ， 这就需

要政府来提供丰富的应用场景。

在这一方面， 上海走在了诸多城市的前面。

多年前， 脉策数据就与市政府合作， 人工智能

“大脑” 设计的城市， 完全呈现出另外一副样貌。

比如： 每个人的通勤线路都可以在后台呈现出

来， 方便城市决策者通过出台一系列政策引导人

流前往不同方向， 降低单一地点的人群密度。

昨天， 长阳创谷获颁 “上海市青少年人工

智能创新实践基地” 称号。 未来， 杨浦区将打

造上海人工智能与大数据产业高地， 重点围绕

算法、 数据以及芯片、 场景等人工智能产业关

键领域和环节， 精准对应人工智能产业的需求

链， 以大数据开放共享为支撑、 政府需求项目

社会化为抓手， 集聚一大批云计算和大数据的

创新企业和人才。

全球高校人工智能
学术联盟在沪启动
本报讯 （记者姜澎）昨天举行的 2018 世

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全球高校人工智能学术

联盟”正式启动。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英国剑桥

大学、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清华大学、香港中

文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高校将联

合开展跨国人才培养和科研合作。 昨天下午，

联盟成员高校校长在上海交通大学召开第一

场圆桌会议，探讨在人工智能时代如何启动大

学人才培养和科研合作的变革。

“全球人工智能学术联盟”将以上海作为

常驻总部， 集聚世界知名高校的人工智能专

家，推动全世界各地人才的交流，在人工智能

领域展开全方位的合作，共同探讨人工智能领

域科研发展和高端人才培养。 尤其是要在基础

理论研究、原始创新能力方面，推动人工智能

突破， 并且补齐我国在总体人工智能人才储

备、基础理论与硬件方面的短板。

“全球高校人工智能学术联盟”还将通过

定期举办研讨会、工作坊以及参与国际性学术

大会，推动全球人工智能领域学者交流和人工

智能学术研究合作，为各国人工智能实验室搭

建平台，建立行业标准；加强“产研合作”，打通

研究—应用链条， 孵化更多人工智能企业；加

速基础学科技术的转化和落地，形成全面的生

态圈。

副市长吴清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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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上海静安区闸北第二中心小学五年级的学生施季安在现场介绍了自己开发编程的“口

算小工具”项目。 本报记者 袁婧摄

■本报记者 王嘉旖 汪荔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