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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常务
副院长杨小康说! 人工智能至今仍然停
留在感知阶段! 但进入认知阶段后! 人
工智能与人类的互动将会诞生更多就业
的想象空间" #面对不确定性! 人的处
理能力远超

!"

" 即便临界点到来 ! 也
永远会有更具创造力的人走在前面"$

陈杰也持类似观点% 从狭义上讲!

随着
!"

的发展! 一部分简单& 重复性
的人力劳动确有可能被机器取代" 但另
一方面! 伴随着各种应用场景的开启!

技术发展会不断催生出新的产业! 也必
然会开辟更多新职业和新岗位" 今年参
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时! 陈杰就和同行
们分享了一幅未来感十足的图景' 机器
人和人肩并肩! 在街道上散步" 由于不

同服务对象需求不一! 他的预判是' 未
来! 或将出现一大批人与机器和谐共生
的新岗位"

下好先手棋! 大学果

断迈出"进击的步伐#

在不少学者看来! 今年的世界人工
智能大会与其说是画上了一个句点! 不
如说是开启了一个新的起点' 学界对于
一些

!"

热点问题的新思考! 将大力拓
展

!"

人才培养的赛道"

在上海自主智能无人系统科学中心!

已有数百名具有人工智能基础研究和交
叉应用能力的博士生在这里开展科研"

在上海交通大学! 过去半年来! 朝
着

!"

进击的速度! 用 (惊人$ 两字形

容并不为过 %

#$%&

年底 ! 上海交大人
工智能研究院数学基础研究中心正式成
立% 杨小康介绍! 半年多前布下的这一
(新子$! 旨在依托自然科学研究院和数
学科学学院! 开展若干人工智能前沿科
学问题研究% 短短

'

个月后! 学校在顶
层设计上又有大动作! 新成立了包括人
工智能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在内的

%%

个研究中心%

%%

个中心 ! 每个都代表
着学校对

!"

不同维度发展的思考! 并
将开启全方位的探索% 以人工智能治理
与法律研究中心为例! 该中心成立后!

将把人工智能领域的智识资源引入法学
领域! 在社会治理模式和法学研究范式
的革新方面进行探索%

用最新的科研成果反哺教学与育
人!在沪上高校!从校领导到一线教师!

都从这次刚刚结束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中捕捉到一些关键信息'

!"

大潮已然来
临!面向未来的教育!必须下好先手棋%

人物小传
陈聪聪!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

市审核中心高级经理" 她积极响应组织

号召! 成为首批加入上交所注册制筹备

组的七名员工之一! 从此踏上与时间赛跑# 向资本市场交出合

格改革答卷的奋斗征程"

!

本报记者 唐玮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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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鹏要闻 公告

与时间赛跑!为科创板改革闯新路
陈聪聪与同事们一路与注册制同行!终于让中国资本市场这项重磅改革快速落地

时间拨回到
#$%&

年
'

月
##

日! 上海证券
交易所交易大厅内人声鼎沸!科创板首批集
中挂牌仪式在这里举行%一家家科创企业走
向舞台正中央敲响上市锣!迎来各自的(高
光时刻$! 台下站着一群不被镜头聚焦的幕
后人员!他们一路与注册制同行!历经连续
八个多月夜以继日的高强度工作!终于让中
国资本市场这项重磅改革快速落地%

陈聪聪正是其中的一名业务骨干!科创
板上市短短一年间 !她 (逼迫 $自己不断成
长!如今已是大家公认的集成电路及新一代
信息技术行业的行家里手!(我们整个团队
都在与时间赛跑!为科创板这一新生市场的
改革使命而努力奋斗$%

使命感$心有所信!方能行远

#$%(

年
%%

月!(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
制$的消息一出!陈聪聪就(火速$加入了上
交所的注册制筹备组% (刚成立的时候!团队

一共只有七个人!分成三个小组% 系统组负
责建立全新的审核系统!还有一组负责行业
研究!我加入的是规则组!专门负责审核标
准的制定% $陈聪聪坦言!尽管自己之前对境
外成熟资本市场实行的注册制!包括审核时
限&形式&内容等有一定研究!但改革最初的
推进非常复杂和困难%从筹备开始!一直到四
个月后的规则公布!(小分队$所有人没日没夜
地拼命干活!基本上每天要忙到深夜

%#

点%

科创板改革深受整个市场高度关注!除
了时间紧&任务重!全新的规则总会引来各
种各样的讨论%被问及如何去克服这样大的
压力!陈聪聪的回答透出内心的坚定!(我始
终相信!科创板毕竟是试验田!我们就是要
敢于先行先试!有些规则只有试过之后才能
知道究竟适不适合中国的国情!然后不断去
总结反思!可行的就继续推广!不可行就及
时改正% $

心有所信! 方能行远% 几十易其稿后!

#$%&

年
)

月!科创板股票上市审核规则&审核
问答规则等重要业务规则正式出炉!陈聪聪和
同事们的工作为后续改革夯实了规则基础%

专业度$问出一家真实的公司

当站到科创板的问询一线后!陈聪聪从
原本的会计专业切换(赛道$!担当起理工行
业审核员的职责% 注册制改革之下!审核工
作发生了质的变化! 以信息披露为核心!要
让企业真实地展现在投资者面前%

这对审核员的专业性提出了全新要求%

最近 !陈聪聪遇到一道 (考题 $'对于 (重资
产$的半导体行业来说!固定资产折旧年限对
经营业绩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 一家在审企
业的招股书中只写了自己的折旧区间是

*

至
%$

年!粗看和同行业水平差不多!但这个细节
引起了陈聪聪的重视! 她仔细翻查企业的财
报!发现其实大部分设备都用了十年来折旧%

(作为审核人员!我们并不一定能够去
判断企业机器设备的折旧年限是不是太长
或者太短!发行人自己应该能做出比较专业
的判断!但我们肩负的责任就是必须要告诉
投资者!这样的折旧年限可能会导致企业业
绩出现大幅波动%$陈聪聪说%这样一个真实

的案例投射出科创板注册制改革的要义所
在'并不对企业的质量好坏进行判断!而是
要问出一家真实的公司%

抱着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尽快促进合规
发行上市的目的!有效减少无效问询和反复
问询轮次!在打造出第一批问询函示范样本
后!陈聪聪和同事们一起探索出科创板审核
问询

#+$

版本! 为全面推进审核问询工作打
下扎实基础%

创新性$在实操中趟出新路子

首单&首例&首个)*科创板正在不断
加码的改革创新中拔节生长% 前不久!陈聪
聪所在的审核团队又成功协调解决了科创
板首家红筹企业上市的一系列规则及实操
问题!为红筹企业登陆中国资本市场趟出一
条新路子%问询审核(第一个吃螃蟹$的红筹
公司!背后的工作量相当大% 陈聪聪至今还
记得!为了(营业收入快速增长$这个上市标
准的认定!她和同事们反复做了大量沟通%

今年
,

月
*

日!上交所发布最新细则!明确
了红筹企业申报科创板上市 (营业收入快速
增长$的具体标准!同时提出处于研发阶段的
红筹企业和对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重
要意义的红筹企业!不适用(营业收入快速增
长$的要求% 科创板敞开政策(怀抱$!为红筹
企业回归境内发行上市打通(最后一公里$%

尽管眼下有疫情影响!但科创板上市公
司的审核始终保持着高节奏%进入

'

月!陈聪
聪手里共有

%#

单需要完成审核问询% 接受完
记者的采访已是下午

*

点!她立刻回到那张堆
满各种材料的办公桌前!忙碌地工作起来%

!

本报通讯员 宋星光 李潇帆
!

记者 郑 蔚 迎战首次火星探测飞控任务
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各项任务准备进展顺利

本报北京
&

月
()

日专电 +通讯员李潇帆
宋星光 记者郑蔚,记者从北京航天飞行控制
中心了解到! 为周密做好我国首次火星探测
飞控工作!将我国首个火星探测器安全顺利送
至火星!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与任务各系统
密切配合! 按计划扎实推进飞控方案制定&飞
控系统开发&任务场所建设&联调联试演练等

工作% 目前!各项飞控任务准备进展顺利%

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首次火星探测任
务型号总师崔晓峰介绍说! 首次火星探测任
务相对载人航天和月球探测任务! 具有航天
器平台新&实施周期长&测控模式复杂等特点
难点%

#$%(

年初!北京中心就组建了火星探测
任务飞控团队% 今年以来!针对长征五号

-

火

箭首飞& 首次火星探测等重大航天任务并行
准备的严峻形势!中心积极克服疫情影响!统
筹调整人员力量! 制定了场所使用及系统切
换方案

.

针对火星任务&嫦娥五号任务等并行
实施对深空测控站需求! 统筹制定了测控网
资源分配策略!确保满足任务需求%

#$%&

年
%$

月&今年
#

月至
)

月!北京中心分
别组织完成了内场遥操作联试和无线联试!

对中心方案设计& 系统间接口和新一代飞控
系统进行了验证%

,

月!又组织完成了深空接
口联试和测控通信系统联调! 对任务中各类
信息收发的正确性进行了检查确认%近期!还
集中开展了关键飞控过程协同演练! 对任务
各系统及系统间工作协同性进行了验证%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平凡的伟大就在我们身边
!

新时代奋斗者

上图#$逼迫%自己不断成长的陈聪聪& 本报记者 袁婧摄

!

探测器要想冲出地球抵达火星! 绝不是简单

地从 $三环% 跨越到 $四环%! 而是长途跋涉十个

多月! 直线距离突破
!

亿公里的旅程" 要经历发射

入轨段# 地火转移段# 火星捕获段# 火星停泊段以

及离轨着陆段

"天问一号#怎么去火星$为什么去火星$

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型号总师崔晓峰接受本报采访%%%

国家航天局日前宣布!计划于
'

月下旬到
(

月上旬择机实施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行

星探测工程$天问一号%任务,%(天问一号$将
实现火星环绕和着陆巡视! 对火星开展全球
性&综合性的环绕探测!并在火星表面开展区
域巡视探测%

'

月
%'

日!长征五号遥四运载火
箭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总装测试工
作后!已垂直转运至发射区%

昨天!就(-天问一号.怎么去火星/为什么
去火星/ $等问题!本报采访了北京航天飞行控
制中心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型号总师崔晓峰%

从"三环&到'四环&!先要

飞行
!

个月

在太阳系里! 八大行星以太阳为核心公
转! 形成了八个环形轨道! 其中地球位于三
环!火星在四环运行% 探测器要想冲出地球抵
达火星 !绝不是简单地从 (三环 $跨越到 (四
环$!而是长途跋涉十个多月!直线距离突破

/

亿公里的旅程% 要经历发射入轨段&地火转移
段&火星捕获段&火星停泊段以及离轨着陆段%

其中! 地火转移段指的是从探测器与火
箭分离后! 到进入火星引力影响球的飞行阶
段% 这一阶段是(天问一号$任务里耗时最久
的部分!需要近

'

个月之久%也就是!我们的探
测器如果在

'

月下旬发射!抵达火星轨道的时
间大约在

#$#%

年
#

月前后%

经过亿里迢迢的奔袭!(天问一号$ 进入
火星引力影响球!渐为火星所捕获%探测器发
动机点火进行近火制动!将探测器的飞行速度
降下来!俯下身段!成功让火星将自己(抓住$%

成功被捕获后探测器会在火星轨道运行!成为
一颗(绕火卫星$!此后进入火星停泊段'在一
个极轨道上绕火飞行! 这个阶段要持续几个
月!直至探测器降轨后转入两器分离阶段%既
然已到火星轨道! 为何还要绕飞两个多月而
不是直接降落/ 绕火飞行是为了给地面控制
环绕器上的高分相机对首选着陆区进行详细
勘查并拍照成像!看清(落脚点$!才能更好地
控制(天问一号$准确着陆到理想区域%

接下来的离轨着陆阶段是火星探测任务
成败的关键! 尤其是从进入火星大气层到着
陆!有一段闻名世界的(恐怖

'

分钟$!别看时
间短暂! 但在世界上现有的

//

次火星探测任
务中!能够安全度过这

'

分钟的仅有
&

次%

我国要在首次火星探测任务中克服这一
艰难的过程! 并让火星车在火星表面持续工
作
)

个月!所面临的挑战是前所未有的%

行星探测第一步为什么

选择火星

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是我国行星探测
的第一步% 我们行星探测的第一步为什么要
选择火星/

在太阳系里! 火星是自然环境里与地球
最为接近的星球! 两者几乎都形成于约

/*

亿
年前!组成成分也相同!有核&幔&壳% 火星与
地球有着相似的自转周期! 一个火星日大约
是
#/

小时
)&

分钟!而且!火星也有四季更迭%

但两者的不同也显而易见% 从外形上看!

火星半径约为地球的一半!体积为地球的七分
之一!大气为地球的

%0

% 与地球这个
'%0

海洋
覆盖率的蓝色星球不同! 火星表面呈现出红
色!在它最明亮时犹如一团火球% 实际上这一
红色并不是真的火焰!正相反!火星的温度接
近于地球南极的寒冷! 而红色的源头则是富
含氧化铁的土壤% 这种土壤的形成是风和水
的双重侵蚀作用产生的! 可见曾经的火星至
少存在过大量的水和大气%

发射(天问一号$虽是我国首次火星探测
之旅!却并没有走美国&俄罗斯等在火星探测
上的(老路$!而是增加了任务难度!有望成为
人类星际探测史上! 第一台一次性完成 (环
绕&着陆&巡视$!以及在火星开展全球巡查和
精细探测的探测器%

能够成为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的主
角!(天问一号$在结构上就有着自己的风格%

它由环绕器和着陆巡视器组成! 着陆巡视器
又分为进入舱和火星车% 当(天问一号$运行
到选定的进入窗口后!探测器进行降轨控制!

释放着陆巡视器!环绕器则进行升轨控制!进
入中继通信轨道! 为火星车提供中继通信链
路!并开展环绕科学探测%着陆巡视器与环绕
器分离后进入火星大气! 之后软着陆于火星

表面%火星车从着陆平台上分离后!就可以在
火星表面开展工作了%据悉!(天问一号$携带
了各种仪器! 希望可以对火星进行全方位的
探测研究!绘制出更加完善的火星地形图!以
及更多了解火星的地下结构! 寻找可能在火
星上存在的(液态水$!以及探测火星上是否
有微生物等原始的低等生命%

跨越式突破注定会带来

更大难题

高难度& 新挑战向来不在航天任务中缺
席%(天问一号$面临的是

%$$

多倍于地月的距
离!一次任务实现(绕&着&巡$的三个目标!跨
越式突破注定会带来更大难题! 对北京航天
飞行控制中心的任务型号团队来说! 必须要
攻克全新研制的任务型号带来的全新技术状
态&复杂的测控通信工作模式&崭新多变的深
空飞控实施模式&高要求的行星际测定轨和控
制以及高难度的火星车遥操作!众多新变化和
随之而增加的应急处置难度等诸多挑战%

深入分析了任务技术特点&难点和飞控需
求!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天问一号$型号团
队确定和建立了一系列飞控关键技术与系统'

超大变时延开环控制技术000压缩地火
时空距离%火星探测器距离地球最远可达

/

亿
公里! 一条信号往返地球与航天器最多可达
//

分钟! 超长的时间延迟让地面无法沿用以
往任务中的实时比判闭环控制模式! 难以在
确定指令发送执行情况后根据指令执行效果
实施后续动作%为克服这一阻碍!北京中心采
用了超大变时延开环控制技术! 设计了全新
的超远距离测站捕获模式% 比如当我们发令
的时候!瞄准的不是航天器当前的位置!而是
它在

#$

分钟后接收指令时所到达的位置!这
样当它就位后就可以准确收到%

地火空间精密定轨与预报技术000全面

掌握(天问一号$的位置%型号团队设计了首次
火星任务轨道动力学公用库和精密定轨原型
软件!利用仿真打靶完成全过程定轨预报精度
分析% 他们利用(嫦娥二号$拓展试验数据!验
证了地火转移段的部分轨道精度!确认了当前
模型的算法设计能够满足任务轨道确定精度%

火星探测应急轨道重构技术000在航天
任务中!轨道是牵引航天器的生命线!一旦飞
船在飞行过程中出现问题! 应急轨道重构就
是它在异常情况下的安全保证% 火星探测任
务中存在的超长飞行过程!大量关键控制!较
高唯一性的控制机会等众多限制条件! 都对
应急轨道重构技术提出了更高要求% 为让这
个安全保障足够可靠周密! 北京中心在发射
窗口&运载以及测控等众多约束条件下!深入
研究分析!不断作出优化调整!更全&更细&更
可靠成了他们不懈的追求%

火星车遥操作任务规划技术000精准遥
控!科学驾驶%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已经拥
有了一个熟练的(月球车驾驶员$团队!但是
面对火星!要想开好这辆火星车!又会是一个
新挑战%

火星车具有一定的自主能力! 但它要前
往的目的地& 选择的路径以及路途中的各种
动作都需要地面工作人员提前告知% 限制因
素众多!合理规划也必不可少!为此!型号团
队设计了基于预测状态的遥操作分层任务规
划模式!实现了复杂条件下的资源调度&行为
安排和冲突排解! 不仅提高了规划作业的自
动化程度!还提高了策略的正确性和可靠性%

除此之外!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还完成
了火面遥操作工况评估与状态预测技术&深空
探测干涉测量技术& 基于国产化平台的测控
硬件技术和新一代测控软件技术等难点攻
关! 成功在多轮内部联调和系统间的无线联
试等试验中获得验证!为(天问一号$任务的正
式执行打好基础% (本报北京

&

月
()

日专电)


